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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校友钟覃琳学姐专访 

 

钟覃琳学姐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她于 2018 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管

理学博士学位，之后曾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她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披露、资本市场

监管及公司治理，研究成果发表于《管理世界》、《会计研究》、《金融研究》、《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等国内外顶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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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本期《走近会计系》有幸邀请到钟覃琳学姐，与我们分享她的最新论文与研究经验。 

 

经验分享 

钟覃琳学姐坦言自己的学术之路起步并不早，在博士二年级的资格考试后才开始选导师、

写文章。在选定导师后，她会定期思考选题、和导师讨论，在项目推进中遇到问题及时和导师

反馈探讨。钟学姐认为学术研究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在探索过程中逐渐揭示结果和潜在理论

机制。和大家一样，钟学姐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很少放弃自己的项

目，因为这些项目都是源自于自己的研究兴趣，有足够的动机坚持下去。 

谈及对博士生学业发展的建议，钟学姐说到博士生求学过程中通常会有两条路径：一条是

导师指出方向，避免学生走不必要的弯路；一条是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探索，导师给予指点和

帮助。两条路径都有各自的优势，重要的是积极主动地思考、勇于探索，并及时与老师同学沟

通讨论，完整地经历学术过程。钟学姐还提到博士论文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工作之初的发表

成果和基金申请都是基于博士论文，所以选题要在自己相对熟悉的基础之上，尽量往有潜在探

索可能的角度发展，在体量上最好能够容纳三篇学术论文。 

谈到博士期间出国交换，钟学姐说在多伦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求学经历令她受益匪浅。

北美博士项目的课堂氛围很好，一门课通常只有本年级的 4、5 个博士生参加。课程设置，大

体是按照教授们的研究领域划分。因此，在课堂授课的时候，教授们能够更全面地讲述相关文

献脉络，并提出潜在可能的研究机会。更重要的是，教授们还会分享自己在该领域的文章发表

经验，比如期刊偏好、审稿意见的回复等等。 

关于求职，钟学姐建议大家不要过早开始焦虑，找工作的战线很长。每年 12 月的中国会

计学博士毕业生就业意向交流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博士生们投递的简历会上传系统，所有参

会学校都可以看到。之后博士生们可以在会上报告自己的论文，并有机会与意向院校的领导私

下交流。如果表现优秀，意向院校会提供现场面试的机会。钟学姐说到，博士生在求职面试中

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在所报告文章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的动因是因为

现在各大科研院校的人才政策。这些院校旨在招纳优秀的科研人才，而非高级的数据工人。所

以这也提醒我们要对自己的研究有主动性，注重培养独立研究的能力。 

回忆起博士阶段在光华会计系的学习和生活，钟学姐觉得一切都非常美好。博士同学们是

在科研道路上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的同窗好友。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将是最懂得彼此、最

能一起分享的长久陪伴，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同学。钟学姐还特别表达了对会计系老师

们的感谢。导师们的充分信任以及全力支持是她科研道路上强大的动力。最后，钟学姐建议不

要过早地在同辈比较中焦虑。每个人的发表周期不一样，安心于自己的科研节奏，全心享受学

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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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介绍 

《The politics of bank opacity》为钟覃琳学姐与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岳衡老师、张连栋

老师合作文章，于 2022 年发表在《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文章研究了美

国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对银行财务报告透明度的影响。具体地，相比美国其他州的银行，所

在州有参议员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银行计提了更高水平的异常贷款损失准备金。 

银行系统是一个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其有效运作对于资源分配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提高银行财务报告透明度可以改善公司治理、政府监管和市场纪律，从而提高银行系统运作的

有效性。此外，金融机构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而以往会计

文献较少关注到政治对银行财务报告的影响。因此，研究银行透明度的潜在影响因素以及政治

体制对银行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银行破产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溢出效应。根据政治学理论，选民对个人财富的

考量，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投票行为。如果选民因银行倒闭遭受到了经济损失，他们一

定会归责于所在州的参议员没有尽到银行监管义务，进而导致选举失败。因此出于政治职业前

景的考虑，这些参议员就有动机运用政治权利，尽量避免银行破产带来的负面效应。 

一方面，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参议员通过督促银行监管者紧密跟踪监管银行的日常运营

状况，旨在及时干预银行风险的累积。银行治理和监管的前提条件就是可靠的信息披露。因此，

银行监管者会要求银行提高财务报表的披露质量，提高银行透明度。另一方面，在参议院银行

委员会的参议员为了阻止银行破产，不是提供事前监督，而是选择在银行面临财务危机的时候，

动用权力使得救助资金向所代表州的银行倾斜。由于银行破产的外部效应和对政府救助的预期，

银行通常会采用比最优水平更高的风险策略。过度风险承担会引发高额的监管成本，因此银行

有强烈动机寻求参议员的监管包容。此时，不透明的财务信息成为银行、参议员以及监管者三

方实现监管包容和规避市场监督的重要工具。因此，有参议员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对于所在州

银行透明度的影响有待实证检验。 

文章使用 1995 年—2017 年美国银行的季度数据，发现所在州有参议员在参议院银行委员

会的银行相比于其他州的银行具有更低的财务报告透明度，并且结果在银行的州内重要性以及

风险承担水平越高时越显著。同时，文章验证了降低银行透明度的确有助于促进监管包容的实

现。此外，这些参议员的政治影响力显著降低了银行透明度并提高了监管包容。进一步地，这

些参议员不仅直接加剧了银行风险，也会通过不透明的财务信息这一中介渠道间接地影响银行

的稳定性。不透明的财务信息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加剧了银行的风险水平。值得指出的是，

银行、参议员以及监管者三方之间的政治互动，能够使得财务报告透明度呈现一定的逆周期性，

有助于促进经济下行时期的流动性。最后，文章发现所在州有参议员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银

行并没有因为不透明的财务信息受到市场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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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学姐为我们分享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这篇文章是钟学姐在光华会计系读博期间开始

构思和写作的，总共历时五年完成。谈到这篇文章从投稿到录用的过程，钟学姐说她非常感谢

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支持与帮助。在第一轮审稿中，审稿人就对这篇文章给予了非常正向的反

馈，并且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根据审稿意见修改后，文章的逻辑更易于理解、机制

更清晰、论据更详实，最终成功发表于会计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和钟学姐聊天的过程非常愉快。钟学姐的声音温柔又有活力，即使经历了一天的学术会议，

也让隔着时差的我们感受到她的热情和自信。也许科研路上困难重重，希望大家都可以乘风破

浪、扬帆远航。 

 

（撰稿人：李嘉宁、刘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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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会计与公司财务全国博士生线上暑期学校圆满举行 

 

2022 的时钟刚刚转过半轮，燕园的仲夏在毕业季的送别声中悄然落下帷幕，未名不语，

时光如期，7 月 7 至 8 日，一年一度的会计与公司财务全国博士生暑期学校如约开启。本次

活动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主办，国内外各大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者与博士生

受邀参加并进行为期两日的学术研讨。 

研讨环节由专题讲座、博士生研究计划研讨与国内外权威期刊编辑经验交流三部分构

成。 

 

专题讲座 

7 月 7 日上午，暑期学校特别邀请到了多伦多大学的会计学教授 Ole-Kristian Hope 为参

会学者与博士生们带来了题为"Current Research and Personal Reflections"的专题演讲。 

Hope 教授现为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德勤讲席教授，他在财务披露、财务报告

质量、公司治理、审计、公司金融和国际商业等会计学相关问题上均有独特的见解，并在

The Accounting Review,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Management Science 等会计学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过大量文

章。此外，Hope 教授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均具有极高的成就，他曾因对会计思想研究作

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海姆·福克奖(Haim Falk Prize)，并两度获得美国会计协会最佳论文指

学术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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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奖，以及杰出国际教育家荣誉、最佳论文奖、杰出国际论文奖等多项国际会计学奖项。  

在专题讲座中，Hope 教授首先就自身在学术研究的经历与反思进行了分享，进而详细

地讲述了会计热门话题——“分析师（analysts）”相关的新兴研究，最后以其一篇工作论

文“Does Convergenc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Auditing Improve Audit Quality?”为

例，向同学们展示了相关研究历程与方法。 

在学术研究个人思考的分享中，Ole-Kristian Hope 教授鼓励同学们要学会勇敢提问、

勇敢交流。他从自身的经历谈起，讲述其如何从出身挪威小乡村的普通学子成长为如今一

名杰出的会计学教授，并用生动的例子勉励同学们无需为自己当前没有雄厚的背景和丰富

的积累而感到迷茫和担忧，在人生这一场漫长的旅途中，要将自己的视野拉长，着眼于更

广阔的未来，学会自我调整随时以最好的心态去享受生活，积极地面对学术研究与生活中

的挫折与困难。Hope 教授还分享了自己“会计叔叔”外号的由来，他平易近人的讲述与幽

默生动的授课风格迅速收获了同学们的喜爱。他还与同学们浅析其从事与中国话题相关研

究的原因，以及目前基于中国背景的学术研究面临的优势和挑战。 

Ole-Kristian Hope 教授 

在谈到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时，Hope 教授提出“分析师”是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

因此该话题是非常值得深入的方向。他结合文献和实务与同学们深入地讨论了 MIFID II 等

法规政策的出台，以及新媒体分析师等新竞争对手的出现如何导致卖方分析师出现数量减

少的现象。基于此，Hope 教授分享了关于大数据、金融科技如何影响分析师行为的前沿研

究，并与同学们交流了对此类研究的看法，进而从信息共享、同行效应、少数群体、实地

调研等多角度分享了其他有关分析师的前沿文献，并鼓励同学们能够结合例如实地调研、

投资者互动平台等中国背景的独特数据对分析师问题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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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会议合影 

最后，Hope 教授向同学们详细并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工作论文 “Does Convergenc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Auditing Improve Audit Quality?”，深入剖析了会计学术研究中

的理论思考与方法实践。该文基于 2000-2018 年 50 个经济体的跨国样本数据，采用不在同

一时点的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一国向国际审计准则（ISA）趋同能否改进该国公司的审计质

量。Hope 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公司所在国家向国际审计准则趋同有助于改善审计质量，当

审计机构为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以及国家制度环境较差时，向国际审计准则趋同的改

善效应更为显著。 

7 日下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胡丹琪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Big Data and 

Accounting Research”的专题演讲。 

胡丹琪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财务会计和资本市场，她致力于使用新技术（比如文本

分析和机器学习）和高频数据来研究市场透明度、公司透明度、二者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

对于资本市场制度设计和公司财务披露监管的政策意义。胡教授曾经获得美国会计师协会

FARS 最佳论文奖和会计教育创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奖。她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The Accounting Review,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等国际顶

级期刊上。 

胡教授首先分享了其个人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心得，随后从如何寻找好的研究话题出发，

简要介绍了研究方法，而后胡教授对其已发表的两篇论文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及解读。  

首先，在寻找研究话题方面（Where to start）, 胡教授从三个角度出发进行介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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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From Questions）、论文导向（From Literature）和数据导向（From Data)。胡教授

用近期文献涉及的“手机定位数据”抛砖引玉，重点分享了从数据角度出发寻找问题的思

路，引导同学们进行问题探索及研讨。随后她启发同学们用卫星定位数据、信用卡数据及

高铁开通数据等思考新的研究问题，鼓励同学们进一步发散思维。胡教授认为，以论文为

导向寻找研究问题时，其优点为在已有文献基础上进行探究的风险较低，但对研究的推进

速度要求较高。随后，胡教授向同学们简要介绍了结构化方法（Structural Approach）、准

自然实验（Quasi-Experiment） 及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三种研究方法。 

 

胡丹琪教授 

胡教授认为，以实际现象为导向的研究问题相对最具价值，她以两篇均以问题为导向

的论文为例详细进行了阐述。第一篇“The Benefits of Specific Risk Factor Disclosures”

（该文最终发表在 RAS 上) ，文章开创性地量化了公司风险因素披露。胡教授向同学们展

示了文章使用的 NER 技术并分享了论文背后的心路历程，也与同学们讨论交流了大数据和

机器学习如何融入到会计研究的看法。除了大数据相关研究，出于其金融背景的影响，胡

教授对金融市场相关的微观结构、卖空等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她分享的第二篇论文

“News at the Bell and a Level Playing Field ”（该文已被 TAR 接受）主要研究了收市竞价

交易（Closing Auction）中高速交易者更能利用收市竞价交易进行获利。在此文的分享过

程中，胡教授建议同学们在进行文献阅读时，要将自己放在研究者的角度进行思考并构建

研究设计。 

最后，胡教授结合自身在美国、加拿大以及中国的学习、工作经历，分享了对学术文

章写作和顶级期刊发表的心得体会，也建议大家在学术道路的探索中不要单一追求发表的

数量，而是能够享受在学术中求知所带来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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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会议合影 

 

研究方案讨论 

 

7 月 8 日上午，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重庆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的

五位博士生分别阐述了他们的研究问题及方案，内容涉及市场分割、债务融资、短贷长投、

绿色创新、员工政策等多个领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陈磊教授和麻志明教授对同学

们的研究报告进行了详细点评，给予了相关的建议，令同学们对未来的研究有了更明确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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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权威期刊编辑经验交流 

8日下午，《中国会计评论》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王立彦教授，《经济研究》

编辑部谢谦老师，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卢海

教授，分别与大家分享了国内外权威期刊的发表经验。会议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罗炜

教授主持。 

王立彦教授指出了学院派和专业派论文范式的不同，他以《中国会计评论》和《中国

管理会计》两个期刊为例，让同学们了解了学院派期刊和专业派期刊在内容定位及审稿人

偏好上的不同。王教授指出，研究价值取决于期刊读者，中国会计领域的重要期刊大都属

于政府体系内，在其刊物上发表文章，需要提供政策建议。王教授接着探讨了学院派研究

的意义，他强调学院派研究要考虑有趣和有用两个维度，并建议一篇好的文章至少要拥有

一个维度。 

 

罗炜、王立彦、谢谦、卢海 

谢谦老师简要介绍了《经济研究》的刊物理念、投稿要求、审稿流程和发表周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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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近期的变化。首先，加大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表比重。其次，以

学科论坛的形式探索与学界融合的、专业化的、有组织保障的优秀论文选拔机制，同时保

证自然来稿作为来稿和发表最主要的渠道。之后，谢谦老师对破除“唯定量倾向”做了说

明，如片面追求模型应用，但不能解释模型的意义和对应的经济现象，也不能给出建设性

的政策建议；简单问题复杂化，理论和政策贡献微薄等。他表示，希望看到更多立足于中

国问题，并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视角出发，具有理论创新且能够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的文章。  

卢海教授从英文期刊的视角，解答了与会同学的疑问。在研究话题方面，他提出，政

策变化是一大选题来源，每一次政策变化都会带来很多研究机会；另一个来源是文献，对

某个研究方向感兴趣后，要重点阅读该领域的开创性经典文献和资深学者的最新论文，带

有怀疑性和批判性的眼光去阅读文献，有助于找到新的研究机会。在如何具体提出研究想

法方面，卢教授建议将研究问题、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写成初步方案，向相关领域的老师

和同学交流探讨。最后，卢教授谈到在做中国问题的研究时，不能只停留在中国数据或中

国制度的独特性本身，要深入思考是哪些因素导致结果产生差异，并多关注解释中国问题

的理论提炼。 

最后，罗炜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系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对会议的分

享嘉宾表达了诚挚感谢，希望两天的分享与交流对同学们的学术研究有所启迪和帮助，促

进会计学领域的发展。“幸有心期当小暑，葛衣纱帽望回车。”同学们在为期两天的线上

活动中收获满满，取益良多。纵有不舍，心怀期待，同学们希望未来暑期学校能够越办越

好，与时长青。 

至此，2022 年会计与公司财务全国博士生暑期学校圆满结束。 

 

（撰稿人：黄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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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届会计系博士毕业生经验分享 

编者按：本期《走近会计系》，我们有幸邀请到了 2022 届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博士毕

业生李荣和张玥两位学姐，在毕业之际为我们分享博士生学习与求职阶段的经历与经验。 

 

写在博士毕业之际 

 

李荣 

我于 2017 年硕士毕业后到光华会计系攻读博士学位，虽比直博和硕转博的同学多了三年

硕士经历，但由于硕士期间并未确定走学术道路，也未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因此，跟大多数

同学一样，基本属于“学术新人”。在光华读博的五年，经历过课业的压力、没有工作论文的

焦虑、被拒稿的崩溃，但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好朋友的陪伴下，整体来说快乐大于痛苦。在行

将毕业之际，将个人丰富的教训与浅薄的经验总结于此，希望能给师弟师妹一点启发。 

 

无知者无畏，闭门造车 

光华博士生的课程设置非常丰富，博士一年级基本都在各种研究专题和研究方法课中度过

了，留给自己写论文的时间很少。真正做研究是从博一暑假开始，此后一年也是我博士生涯最

没有产出也最需要反思的一个阶段。一方面，此时的我学术品味不高、知识储备有限，总觉得

发论文也就那么回事，甚至给自己定下了现在看来非常不切实际的目标；另一方面，此时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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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于与老师同学交流，不喜欢讨论学术问题时的“咄咄逼人”（后来我意识到真正有效的讨论

可以是平和的，那些“为怼而怼”本身就不值得提倡）。以上两点直接导致我这一年基本都是

一个人闷头瞎写，后来的投稿经历也表明我的这一时期就是用来吸取教训的。 

 

 

良师相伴，益友同行 

读博这五年里，良师益友弥足珍贵。 

在博二下学期博资考之后，我逐渐意识到“闭门造车”是不可行的，博资考之后也确定了

导师，我便在陆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同时也开始与麻老师合作英文论文。读博的第一大幸

事，便是遇到了好老师，十分感激老师们在学术上尽心尽力的指导、在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第二大幸事便是遇到了一群好朋友。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身边，大家可以随时讨论学术问

题、每天都有人一起吃饭、每学期系里都会聚餐，在情绪低落时也总能找到人倾诉。朋友们的

陪伴让我的博士生活充实而有趣。 

 

 屡败屡战，锲而不舍 

刚读博时没有工作论文，时常苦于想不出 idea、跑不出数据。后来有了几篇工作论文，又

苦于投稿被拒、收到审稿意见不知如何修改、返回修改意见后再被拒...学术道路上每一关都

可能遭遇失败，自尊和自信经常被摧毁。但时间久了也就想明白了：科研之路道阻且长，这都

是必经的，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唯有放平心态、坚持下去。 

 

认清自我，明确求职目标 

我在决定读博时便非常明确自己毕业后要到高校任教，博士期间所有的努力也都围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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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人原因，我在博四暑假就已确定自己的求职目标是我的本科硕士母校——山东大学。也

因此，我的求职季只投了一份简历、只面试了一次，跟大多数人相比过于“单调”。 

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虽然无法锁定某一所具体的学校，但也应该结合自身优势和偏好，

尽早想清楚自己的求职意向，比如城市、学校层次等，并据此明确毕业时自己的 package 应该

达到怎样的水平——中英文工作论文、发表情况等。因为不同学校对中英文论文、期刊水平的

侧重点和要求不同，早点确定自己的目标院校，在博士阶段才可以有的放矢。 

 

学术之路是漫长的，可能在很长时间都得不到正反馈，我们需要学会从过程中发现快乐。

同时，要接受其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获得任何东西都非 100%必须”，不要把这个数据是否有

结果、那篇论文是否被拒稿看得过于重要。在生命的长河中，没有什么比得上健康的体魄和良

好的心态。 

 

（撰稿人：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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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路上的苦与乐——写在毕业前夕 

忧愁的博士小张 

大概一个月前拍毕业照留念，师弟张艺民担任摄影师，同时还要指导我的动作和表情。师

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笑一笑”，因为毕业嘛总是喜庆的、开心的，哪能不笑呢？但这张

照片是毕业典礼的前一天在龙舟队毕业合影现场的我，一个好忧愁的博士小张。我忧愁是因为

审稿人的意见我还没想好要怎么回复。 

面对学术，我好像大部分时间并不感到兴奋或享受工作。虽然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做研究

是一件有趣且有意义的事，但这只是我对学术研究的抽象感受。一旦具体到某一个研究项目，

我总会觉得做研究好难。哪怕是已经成功发表的研究，回忆起当时的过程，心里也会一直小声

说“不容易啊不容易”。在一篇论文长达几年的研究时间里，似乎只有一小部分是令人兴奋的，

比如从有一个研究想法到初步验证了这个研究想法的这一小段，以及投稿获得了返修意见的短

暂的一个下午。而其余的时间，作为博士生，面对的总是冗长而繁杂的补充检验、修改文章的

工作，以及对文章能否成功发表，自己能否在将来的考核中存活下来的担忧。不仅仅是我，我

的博士朋友们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也处于这种“被学术蹂躏”的状态。一位朋友跟我说，他时常

晚上九点觉得自己某个想法特别好，可以解决当前文章面临的问题，等到了十二点，他又会觉

得这个办法其实压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再次陷入沮丧。 

然而，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和沮丧，我依然也觉得做学术研究是一件幸福的事。就好像脱口

秀演员李诞的一句情话：“喜欢也没用，没用也喜欢”，放在学术研究这件事上，就是“喜欢

做学术也觉得困难，觉得困难也喜欢做学术”。可能这样的勇气的大前提是选择一个自己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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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的研究话题，这样才能够在千锤百炼中还能依靠一丝信仰“再试一次，再努力一下”。而

另外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来自老师和好友的帮助与支持，另一个是良好的身体和心理

素质。 

在博士期间遇到良师益友是我最感激的事之一，我的导师和朋友们在方方面面给了我很多

的帮助。比如，2022年寒假我留校赶学位论文，临春节遇到棘手的问题就与导师卢海老师约时

间讨论，卢老师当即安排了大年初一的晚上抽空与我讨论，帮我理清了思路。我的副导师麻志

明老师也常常不厌其烦地与我讨论文章的各种细节问题，给我与老师平等“battle”的机会。

我博士期间研究项目的顺利进展以及学习生活中的快乐也有一大部分归功于我的好朋友们，尽

管我们的研究领域不同，但他们常常愿意耐心与我讨论。我们也常常在茶余饭后一起聊聊生活

中的趣事，一路咯咯笑着从食堂回到工位，有时还意犹未尽，再借由“消食”的名义去湖边逛

一圈。我也常常向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讨教，他们也没有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我，帮

我避免了很多研究上的弯路。是老师和朋友们的帮助让我觉得，我还有好多好多的潜力，可以

克服好多好多的困难。 

 

划龙舟的快乐小张 

博士期间另一件感激的事就是有幸加入了综合体能社、龙舟队和赛艇队。加入这些队伍原

本是偶然，但后来回想起来，却发现它们带给了我好多活力和快乐。由于科研工作需要长期伏

案，我在连续高强度工作后常常出现肩颈酸痛。但加入体育社团后，一方面我每周有了较为固

定的体育训练时间，这使得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肩颈不适也大大缓解。不止于此，

由于学术研究中同行评议的体系，一篇文章从报告到投稿的过程中常常要面临很多的“批评”，

我在最开始也常常因为这些“批评”感到沮丧，信心也受到了打击。而体育锻炼中一次次的自

我突破让我内心悄悄感叹：“哇，原来自己可以这么棒！”。这种成就感让我多了一分勇气去



学术经纬 

 

18 

 

面对学术研究中的困难。在体育队伍遇到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宝贵财富。与我的会计系博士朋友

们不同，他们让我更多地认识到尽管学术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部分，但学术不是生活的全部。生

活中还有很多未曾体验的部分值得探索，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值得“浪费时间”，这些事情与

学术一起构成了有趣且有意义的生活。 

学术研究好难，有好多的困难，好多的沮丧。但这一路上，有良师益友相伴，有充满挑战

乐趣的体育活动。这些部分所构成的整体生活让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 

 

（撰稿人：张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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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硕士转博经验分享 

又是一年毕业季，也是同学们做出职业选择的重要关口。三位会计系的同学在即将结

束硕士阶段的学习之时，选择了沿着学术道路继续前行。本期小编有幸采访到了刚刚转博

成功的三位同学，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她们新鲜热乎的转博经验和心路历程吧。 

  

学生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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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二学术体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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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转博心路历程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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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资考经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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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准”博士生们能够在学术海洋中扬帆起航，乘风破浪！也祝福所有会计系学子们，

忠于内心，坚定理想，不负时光！ 

 （供稿：蒋朏 郭雅婷 吴书月） 

（编辑：李博文 栗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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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压力情况调查及解压法宝大揭秘 

——来自光华会计硕博生的经验证据 

科研压力山大，论文毫无头绪，心情持续焦虑……读硕读博的你，是否曾经面临或正在经

历这些挑战和困扰？面对这些问题，硕博生们又应当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巧妙应对科研压力，

丰富业余生活呢？本期小编以会计系在校硕博生为样本，通过一项小调查，带大家了解博士生

们的真实科研和生活状态，并为大家送去各位同学的减压小法宝。 

 

研究样本 

本次调查样本涵盖了 2018 到 2021各个年级在校硕博生们，有效样本数为 21。 

 

压力和生活现状调查 

首先我们请大家评估了一下自己目前的压力程度。结果表明，大家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压力。

个别同学由于在科研任务中面对较大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而感受到较大的压力，但超过四分之

三的同学认为自己的生活中快乐是主旋律，而压力是调味剂。如此看来，大家都是压力调节的

一把好手呢！  

 

图 1 硕博生压力状况 

不仅科研工作本身会给同学们带来一定的压力，在学术生活中，同学们也面临来自其他各

项困扰和压力来源。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我是多任务管理小能手，完全没有压力的烦恼

虽然有一点点压力，但整体生活轻松快乐

最近项目课程都超多，感到挺大压力

论文太难做了，压力特大，持续焦虑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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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活困扰和压力来源 

如何有效分配和利用自己的时间，也是硕博生涯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根据调查反馈，多

数同学的每日学习时长在 4-7 小时之间，随着暑假的来临，也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表示自己最近

处在“度假”模式，学习时长小于 4 小时。有三位同学能够保持 7-12 小时的学习强度。并没

有同学采用超长的工作时长来促进产出，看来大家都秉持“效率优先”的原则。 

 

图 3 学习时长 

为应对科研生活中的各项挑战，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素质，这需要以良好的

睡眠为基础。同学们的睡眠时长基本分布在 6-10 个小时不等。而作息规律的调查结果显示，

同学们的习惯各不相同，不少同学没有固定的入睡和起床时间。不管如何，适合自己的就是最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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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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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一生所爱：12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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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睡眠时长 

 

图 5 作息规律 

 

减压法宝大揭秘 

 

图 6 减压法宝 

面对压力和焦虑，成本低见效快的“多巴胺”疗法最受大家欢迎，运动健身、品鉴美食、

追剧看视频等活动是大家的首选解压途径。跑步、瑜伽、太极拳、健身操……不论何种运动形

式，都能帮助大家愉悦身心，为高强度的学习打好身体基础、提振精神状态。疫情严重的时候，

刘畊宏也成为了不少同学的快乐源泉。“一吃解千愁”——平时严谨认真的科研人也具有“美

71%

29%
0-6小时

6-8小时

8-10小时

10小时以上

早睡早起身体倍棒

晚睡晚起感到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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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睡晚起恣意大师

薛定谔作息你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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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达人”的双重属性，提起美食来也可以侃侃而谈（附录奉上来自资深吃货的倾情推荐）。对

于他们而言，再多焦虑情绪都可以在一顿沸腾的火锅和滋滋作响的烤炉背景音中得到抚平。

（如果一顿美食不行，那就两顿！）追剧看视频也是帮助大家从压力中转移注意力的一个有效

方法，允许自己短暂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从他人的生活和故事中得到治愈和满足。 

很多同学也都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压方式。比如 L 同学作为常年戴

着耳机的狂热听歌唱歌爱好者，最爱的减压方式就是练歌，听到轻松愉悦的前奏，神来之笔的

副歌都会让她整个人变得积极向上。J 同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则会选择和茶友们在一起品茶，

这也是她汲取心灵能量的方法。另一位 L 同学谈到，因为压力而焦躁不安的时候，练字总能使

她慢慢平静下来。还有同学减压方法简单粗暴——状态特别差的时候就去睡觉，睡醒了就思路

清晰、干劲满满。由于在北大得天独厚的优势，未名湖边散步喂猫，亲近自然，也是同学们课

余放松的好去处…… 

除此之外，家人和老师朋友的支持陪伴也是必不可少的。不少同学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会选

择主动找亲密的人沟通倾诉，借助他人的力量走出当下的困境，或是得到有效的建议和方法，

或是从这个过程中被温暖被治愈，加满油然后重新出发。 

还有同学认为，效率不佳的时候其实不必苛求自己，当压力过大的时候，给自己来一场彻

底的放松，疯玩一场也未尝不可。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也能够转换心情，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重新投入科研之中。 

有学长学姐提出，由于研究过程是一个长期、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过程，得不到及时的反馈，

所以在生活中做一些具有确定性和及时反馈的事情可以帮助自己树立自信，有效缓解紧张焦虑

的情绪。比如可以提前计划，每天制定一个 to do list，做完之后打上勾勾，看着一件件事情被

完成，就会有一种满足感。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可以从各项任务中区分出其中困难的部分和机

械的部分，在最高效的时间把最难的部分解决，就会感到进展很快而非常高兴。另外还可以定

时写日记来记录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心情和成长，进行总结和反思，一方面可以从旁观者的角

度与自己对话，解决疑虑、理清思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自己一段时间来的进步，给自己一

个小小的正向激励。 

不过，正如 X 学姐和 S 学长所言，压力是一种主观感受。如果觉得有压力，那世上没有什

么可以减压的神丹妙药，运动等兴趣爱好都只能暂时分散注意力。唯有从心底放下压力，构造

一个平静、稳定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告别焦虑。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现阶段遇到的这些挑

战或许正是在帮助我们磨砺心性，这也是研究生生活对我们的额外馈赠。 

祝愿在看这篇文章的大家都能够化压力为动力，快乐科研，开心生活！ 

 

（撰稿人：栗宇丹 李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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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会计硕博生减压法宝揭秘 

活动类型 推荐 备注 

美食 

安妮餐厅 意大利餐 

乐园夜市场 韩餐 

原心食堂 日料 

友乐园涮锅 火锅 

八合里牛肉火锅 火锅 

重八牛府 火锅 

原始泥炉烤肉 烤肉 

视频 

间谍过家家 动漫 

爆裂鼓手 电影 

老友记（S1-04 集） 美剧 

90 年代的电影或者动画  

B 站美食 UP 主  

睡觉   

游戏 switch 健身环  

听播客   

插花   

散步   

太极拳  
对太极拳感兴趣的同学可以

联系 19 级张越学姐哦~ 

撸猫 猫咖-儒意源呆吧  

冥想 冥想星球 APP  

品茶   

写日记   

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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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会计俱乐部出国经验交流会纪要 

 

分享人 1： 俞晨露 15级本科生   

2019.09-2020.07：就读于牛津大学金融经济学，获得硕士学位 

2021.12-至今：某公募基金海外研究员 

 

出国留学体验： 

1.课程学习： 

1）4 门核心课程：Asset Pricing, Economics, Econometrics, Corporate Finance 

2）5 门选修课程（或 4 门选修课+1 项学术研究）：选择范围比较广，包括 MBA 课程、

学术性和前沿类课程 

2.业余生活： 

1）学院生活，独特的大学体系 

2）背景截然不同的同学和朋友 

3）安静的校园和充实的生活 

3.就业情况： 

1）在英国就业选择非常多，一半以上。方向多样。 

2）香港、国内较为分散，尊重个人选择。 

 

 

本科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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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时间线： 

大三下学期找一个比较好而且能证明自己职业规划的实习，暑假一边实习，一遍准备语言

和 GMAT 成绩。建议 8 月底拿出可以提交的成绩。可以网上搜索或者问学长学姐来形成列表，

8-10 所左右，不建议太多或太少。9 月把精力集中在准备文书和推荐信上，多参加学校相关活

动。选课方面可以选择相关课程证明能力和兴趣，另外可以寻找实习机会，要推荐信写进申请

材料里。10-12 月基本第一批申请完成，确定最终学校列表，更新语言和 GRE/GMAT 成绩。

GRE/GMAT更重要一点。次年 1-3月有一批美国学校集中处理，英国和香港学校第二批申请。建

议第二批把该申请的申请好。6月补充成绩材料等。 

 

TIPS： 

1）硬性指标越高越好，越早越好；建议安排 2-3次 GRE/GMAT 考试 

2）信息来源：学校官网&官方活动、学长学姐、ChaseDream、留学中介等 

3）申请不是越多越好，建议固定方向申请 

4）最终结果取决于整体印象：学术、专业能力+清晰的职业规划+对项目的认识+个人魅力

/能给项目带来什么 

 

就业选择： 

·确定个人的发展方向 

·尽可能参加交流和社交活动 

·寻求一切可能的帮助 

·多了解行业，准备好成为职场人士，保持谦逊 

可能在国外不太方便认识国内的人，好好利用大三大四的时间去探索。找工作的过程中要

互相交流，对于笔试面试会有明显的帮助。从学生到职场的过度阶段建议积累个人优势，保持

谦逊，以学习的心态进行。很多同学留在国外了，不要对自己太早设限，感受国外氛围。可能

刚进入学校就会有公司来宣传，多多利用资源，对于个人发展具有长期意义。 

 

毕业多年的想法： 

最开始没有明确规划，有很多可能性。希望大家不要太焦虑，人生是非常长的路，即使开

始并没有那么如你所愿，但是之后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其次是要积极沟通，主动 reach out。

最后想说，大家都会面临很多选择，大家都是最好的本科、最好的学院，选择也是一种能力，

无论是出国方向还是工作岗位的选择，有时候不是别人觉得最好的就是最好的，还是要选择最

适合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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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 2： 葛菁南 15级本科生 

就读院校：伦敦商学院（LBS) 

 

学院介绍：总共有四个项目，Masters in Financial Analysis、Masters in Analytics 

and Masters in Analytics and Management、Masters in Management、Global Masters in 

Management。四个专业就业没有大差别，主要是 banking，Masters in Management 项目可能

去咨询的会比较多一点。 

 

LBS就读体验： 

8、9月份刚到学校可以体验到浓厚的求职氛围，可以马上让你进入状态。课程设置巧妙，

MBA 项目基本上在秋季招聘，开学时间会比其他项目晚 2 周。9 月第一周的课主要是 CV 修改和

workshop。职业发展中心还会开一些课。10月有一周也专门设置没有课程，大家集中准备各种

面试，因为那个时候各大投行开始面试。我们那一届那周花旗在伦敦有集中面试。职业发展中

心和光华的差不多，会更强调这个的作用，可以和职发的老师聊。除此之外，还可以和其他项

目的同学聊，也可以帮忙锻炼面试。各种项目有来校园进行宣讲，可以给来招生的人聊天，留

下比较好的印象。 

除了直接的就业帮助之外，还会收获技能的进步。教你怎么操作 EXCEL 快捷键，教外资行

怎么搭模型……在申请中作用最大的是同学的帮助，都是互帮互助的状态，相互改简历、做网

申，是比较高效的状态，先上岸的帮助后上岸的同学，相互 refer 一些校友等等。校友在以后

的实习中也会给你一些提点，搞好关系，可能会给实习做评价，是拿到 return offer 的好机

会。 

LBS 是强调团队合作的学校，会把不同国家的人打散分到不同小组里，6-8 人，每一堂课

一起做小组作业，每堂课之前参加一个词语素拓的项目，帮助你更好团队协作，teamwork可以

在申请中作为一个点讲各种故事。 

London business challenge week活动，有各种公司来伦敦商学院提出问题，同学做一个

case。我当时做的是 pitch a deal to PE/VC，是找工作的一个故事点。 

伦敦商学院相对来说学术氛围不是特别浓厚，赶着在第一个学期把东西搞完，之后在一起

玩。Tatto 是举办狂欢节的活动，表演节目、喝酒聊天、轰趴等等。每周都会有狼人杀或者排

队之类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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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经验： 

文书材料： 

 CV: 可发送给 Admission Office 评估 

 Essay: 2 道题 

 Short Questions: career goals,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加分项：熟悉的 LBS校友推荐信 

 面试：Program Officer Alumni Career Plan:非常重要，会反复盘问，建议多和人

交流 

 Behavior questions：参考投行 400 问(teamwork/ strengths and weaknes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可行的职业规划+likeable person 

 LBS能给你带来什么=> You did research 

 对项目有足够的了解：课程，就业，国际化，氛围 

 尝试建立联系：参加 information events，联系校友..... 

 你能给 LBS带来什么=> Active engagement 

 Clubs：Foodie, Women in Business, LGBT 

 Events：Tattoo, China Business Forum... 

 明确的职业规划：为什么?怎么实现/是否具备可行性?Plan A and plan B 

 实习经历：并不在于 big name，而在于从实习中学到了什么东西（对职业规划的启发，

成功与失败的经历,teamwork......） 

 

申请时间线： 

大三下开始，很多条件都没有准备好，只有一段实习，托福成绩也不是很好，GPA3.6+。

材料补充，18 年 6 月考了一次托福，108 分够用了本来想申请牛津，还是没达到牛津的条件。

GMAT刷了很多次。希望大家可以早一点开始，多一些时间准备其他材料。后来找了一个投行的

实习，因为未来想去 banking，会让故事看起来更有说服力。 

会举办线下交流会，当时在上海参加，和很多学生聊了一下。有联系几个校友，其中有一

个是之前在光华做过小组作业的学姐，还帮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的话会提高成功概率。申

请投递稍微晚一点，总共有 5 个投递阶段，1月申请，2 月面试，3 月拿到 offer。可以选择和

校友面试或者和招生办面试，没有太多区别。招生办会比较中规中矩，校友会有一些变量，看

运气和校友对你的印象如何，可以投其所好，networking 的工作可以提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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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 3： 杨焘玮 16级本科生 

 

首先以厉害同学的简历作为引入，然后介绍自己的个人简历，以此告诉同学们要放轻松，

没有人的履历是完美的。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在申请季多次拖延、有一次德勤的实习经

历并因此获得了老板的推荐信、曾经在毕业后准备 CPA 但因疫情原因被取消了、两次申请 MIT

的商业分析、目前正在找工作阶段。 

 

申请数据：（在申请中处于中位数水平） 

 GRE 333，TOEFL 105，GPA 3.55。 

 推荐信：两位光华老师，一个实习老师 

 实习：一个 Accentuate 咨询、一个字节跳动的 HRBP intern、一个关系户小公司 

 技能：Python、R、Stata、Tableau、Office  

由于一直拖延、焦虑，占据了本该用于准备简历和文书的精力，希望同学们引以为戒。 

当时抱着理想主义的想法，只申请了 business analytic 这一个专业，事实证明很容易翻

车，警戒同学们 DON’T DO THIS。一定要广撒网，多钓鱼。 

 

面试准备： 

错误的面试准备：在小红书搜索面试题目，准备题目，在面试时却发现不是这些题目而慌

乱答不好。 

正确的面试准备：搜索相应学校的题目；准备好简历里所有值得一说的经历，并预设发散

的方式；充分准备英语口语；稳定的心态和临场发挥能力；相信自己。 

文书、面试的具体准备，建议大家到谷歌寻找。 

 

就读体验： 

项目时长为 1 年，研究生期间，课程设置相对来说比较单调。课程的队友可能甚至不会用

powerpoint，以及看到你的名字是中文译过来的也会坚持说跟你说中文。课程设置上，也有一

些比较有用的课程，如 data analysis 和 big data machine learning。就个人提升来说，一

方面自己学习了很多技能型知识，如项目管理、编程软件等，另一方面，也开拓了眼界、学习

了做饭、探索了自己。 

 

就业方面： 

学校的校友资源、career center 资源要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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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U Carey 是一个好的学校，但不是一个好的商学院，在申请的时候也要考虑清楚这一点，

考虑对于就业的影响。 

从就业来说，想留在美国的话，由于疫情+身份原因，想 sponsorship 有一定难度，但是

可以有多一年的准备时间，而且在美国 996 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 

 

最后是致谢。感谢李老师、学弟学妹的邀请；留学中介；女朋友的陪伴；好努力同学。 

 

分享人 4 : 施景佩 16级本科生  

就读院校：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MSAFA项目（硕士） 

个人情况：想走学术项目，如果有同学对此感兴趣，欢迎私下交流。 

申请线： 

假设 2023 年九月份入学，那五六月就拿到 offer 了，这个期间要申请签证、租房、买机

票等，会占用不少时间和精力。疫情之下，留学的成本比以前更高。美国这边规定，必须人在

美国连续上两个学期之后才有资格申请 cpt 或者 opt 的工作许可，相当于一般 2024 年五月份

暑假才可以实习。而回国实习还要面临隔离的问题，且如果是 1.5 年学制的项目，暑期实习结

束后还要回美国上课，而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同意最后一个学期转线上上课；而且很多公司如果

暑期打算给你发 return offer，他可能会在九月份到十月份才正式进行答辩，然后决定会不会

给你。如果没有拿到 return offer，九月份就需要秋招，而在美国参加国内秋招，公司会有局

限，也就是只有 big name 公司，才有专门针对留学生的秋招，并且可能还会被安排在凌晨面

试。 

而如果是一年的项目的话，会准备得更早。在刚进入项目、适应环境的同时，就要开始准

备秋招，这也是很大的压力。所以说就是你到一个新的环境，你可能需要适应一下当地的生活。 

所以希望大家想清楚留学可能遇到的问题，而留学也有它独特的好处。 

一个是留学相比于留在国内更容易转换方向。在申请国外项目时，换专业相对更宽容。比

如可以选择 data science，甚至直接转编程，或者申请学术方向等。比如我当时想从会计转换

到经济学方向，文书也写了做过的会计学术研究，以及个人认为经济学学术研究和会计学有什

么关系。但是这样的文书也是被认可的，因此转经济学也没有那么困难。 

如果目前，大家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就可以想想工作最终想做什么，鼓励大家在选择保研

和留学时思考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因为硕士时间比较短，可能就一年或者两年，最好是已

经有比较明确的目标，这个时间可能一直都有当月必须完成的紧急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再去填

补个人所需的经历。 

我这个项目对于光华的同学来说，难点可能在于 coding 的课程。但是在申请过程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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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申请文书并不要求有 coding 的背景，但是为了正常上学，拿到 offer 之

后还是建议抽空学习一下。 

关于找中介，其实看个人信息收集的能力，如果自己 networking 信息不足、收集信息速

度慢、时间紧张，建议找一个中介帮助收集信息以及改文书。有同学是自己上网找淘宝的

native speaker 帮忙修改的服务，但是质量参差不齐。 

关于标化成绩，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申请结果，当然也不要太差，太差的含义

是指托福不到一百，GRE 不到三百二。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美国特有的，它分 steam 专业和非 steam 专业。非 steam 专

业是你读完 master 之后，只有一年的工作许可，很难找到工作（可能 coding 难度小一点），

因为企业不会招聘一个一年后一定会走的人。steam 专业是有三年的工作许可，如果三年内拿

到工作签证，就可以一直工作下去。大家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也可以研究一下属于什么专业。比

如部分会计属于 steam 项目，部分的会计和 finance的专业不属于 steam项目。 

也有一些欧洲学校、美国少部分学校，可能会有三年的项目。其中第二年整整一年时间用

于实习，第一年和第三年上课。对于还没有想清楚未来想做什么的同学，这种项目也可以关注

一下。 

 

（撰稿人：徐一晗、张林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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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系新成员答疑 
 

Q1.请问学长学姐，会计系就业方向和传统金融系相比有什么不同？除了个人努力外优势和劣

势有哪些呢？劣势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弥补呢？ 

首先，会计和金融专业的同学，就业方向的重合度还是蛮高的。相比专业的差异，影响就

业方向的更关键的因素其实是个人的 skill set，只要具备目标职业要求的能力，一切皆有可

能。 

不同之处：会计专业的同学对税务、审计、财务等会计系会专门讲授的硬知识可能相对熟

悉，因此在这类工作上可能更有优势。（对金融的就业方向不做评论） 

优势：在扎实学习会计系的专业课之后，在会计科目处理、公司财务分析、合并报表等方

面可能会更 solid。 

劣势：如果没有专门修习金融系的课程，那么可能对资本市场、资产定价等偏金融的内容

所知不多。 

如何补足：根据你的职业目标，去上相关的专业课、阅读优质的书籍、做相关的实习。 

 

Q2.除了学院开设的会计系专业课，学长学姐认为想要掌握更专业更细致的财务知识还需要做

什么努力呢？ 

首先，对会计的发自内心的好奇、喜爱是最为重要的，passion会驱动我们去探求和掌握

更多知识。 

其次，要把财务跟其他知识（如企业基本面、行业研究、市场、宏观）相结合。会计是一

门语言，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独立存在，它是用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做出决策的。learning 

by doing 可能是更为有效的学习方法，比如，可以先从优秀的研报中学习财务分析的框架，

然后在研究行业和公司的过程中运用财务分析来评估企业，用企业的实际表现去验证自己的分

析。 

最后但也最重要的，保持阅读和反思。财会书籍、公司年报、招股书等都是很好的阅读材

料。 

 

Q3.请问学长学姐认为在本科阶段是否有备考 CPA的必要? 

A1 对于想狠狠夯实自己的财务基础的同学来说，备考 CPA应该是很有效的方式。（个人

没接触过 CPA 考试题型，无备考经验，对于备考所需时间、难度不做评价） 

A2 这个问题，个人觉得因人而异，有时间可以准备，工作后时间相对就很少了，但本科

时间也很宝贵，要自己权衡一下把时间投入到哪个方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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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在会计系学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1. 会计是揭开表象描述本质的一种商业语言，同时也是消除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信息

中介。会计学不是孤立的财务视角，而是财务与业务、财务与战略、财务与宏观环境的深度融

合。通过它，你可以学习任何一种商业的经营过程，了解其纷繁外表下的实物流和现金流，甚

至你可以掌握如何去经营这种商业。 

2. 会计系重视理论和实务的贴合。通过“研究型学习+参与式讨论+团队化实践”的模

式，培养学生具备财务总监、总会计师和财务管理者的基础素质：熟练掌握精深的专业知识和

广博跨学科知识，卓越的财会工作能力、研究与创新能力、辅助决策能力以及战略领导能力，

同时具备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3. 会计系同时具有金融、管理的两方面特征。除了课程设置包含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能

体现这一点以外，会计学研究的视角以及两套报表的形式也可以体现。财务报表主要体现金融

的特性，主要呈现给外部报表使用者；而管理报表作为内部会计报表主要体现管理的特性，呈

现给公司管理层使用。学习会计学，一方面能够培养扎实的会计能力，为日后的金融工作奠定

基础，也能够培养强大的财务管理能力，增强顶层思维。 

4. 会计系有更强的集体氛围。会计系的课程由于规模较小，同时会计系的课程均有较多

的小组合作，课堂上交流讨论的机会更加充分，从而便于团体内认识彼此；会计系会定期更新

系刊《走近会计系》与光华会计家园公众号，同时定期也会有学长学姐经验分享，以及年末会

组织会计系新年晚会，整体氛围非常融洽愉快，集体归属感 max。 

 

Q5. 在会计系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部分？在课程之外还需要着重积累哪

些类别的知识？ 

1. 首先，把握会计系的课程脉络，光华会计系的专业课程涵盖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财务会计（财务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 

2）管理会计（成本与管理会计、数智财务与管理创新） 

3）税务会计（税法与税务统筹） 

4）会计审计（审计学、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 

5）公司财务 

以上基础课程将全方位培养会计系同学的专业能力，为日后同学们在会计师事务所、企业

的财务部门、金融机构工作奠定强有力的会计基础。 

2. 除了会计专业能力的培养，光华会计系同样注重理论与实务相结合，涵盖财务报表分

析、金融企业会计等实务课程。 

3. 相比其他商学院分设独立的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等专业而言，光华会计系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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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更加倾向于“道”的传授而非“术”的练习，应注重会计思维和逻辑体系的培养，同时

应更为立体全面。 

 

Q6. 对于利用各种资源和帮助，更好地确定自己的发展路径，学长学姐有没有什么心得或者建

议？ 

发展路径而言，会计系平均每年出国、保研与直接就业的比例大致为 1：2：2。从保研去

向来看，会计系近几年保研形势较好，16、17、18级均有学长学姐保研至光华金融硕、清华

经管、上海高金、复旦管院和泛海等头部项目，由于会计系一个年级只有 30人左右，保研比

例还是较为可观的。工作去向则更加多元，除了传统的会计师事务所（国际上的四大和国内的

八大），外资投行、咨询、互联网也有会计系同学的身影。 

首先，广泛尝试、多元探索，It’s OK to fail。无论是未来想从事学术还是业界，还是

想做哪一个具体的职业赛道和行业，都可以在本科期间积极地探索，无需为世俗的成功和优秀

所困扰，找到自己真正所热爱的事业，并为之努力。 

其次，积极接受信息、消除信息差，be open-minded。家人、老师、身边的学长学姐、同

伴、社交媒体、交流平台等等都可以成为你的信息来源，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个狭小的关注范

围，而是要有所取舍地去吸取信息，再加工，最终转化为自己的认知和态度。 

最后，注重交流、勇于求助，you are never alone。各位学弟学妹所经历的烦恼和挣

扎，学长学姐们都亲身经历过并且成功跨越过，都拥有自己独到的经验。所以遇到问题，或者

是想更多地了解某个具体的事情，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 reach out 相关的学长学姐，相信大家

会为你做出解答。 

最后用会计系脍炙人口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岁月无关损益，成长超越分期；回忆从不折

旧，幸福永续盘存。”与君共勉。 

 

(撰稿人：杨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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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园这一年 
 

第一次走进燕园是在 12 岁的暑假，彼时是我与父母一起来到北京旅游。那时的父母如果

带着孩子来到北京，燕园大概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站。小小的我坐在父亲租来的自行车后座上，

眼前掠过的是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建筑上或多或少爬着绿色的爬山虎；未名湖里游着小鸭

子、鸳鸯；教学楼中间树木郁郁葱葱的公园…… 或许父母的心中是怀有望女成凤的希冀的，

但那时的我只觉得这环境很契合我脑中绿山墙的安妮的家，充满绿色生机，又古香质朴，也期

待能亲身感受这片古朴的四季。很幸运，也或许命运使然，在十年后，我有机会亲身走进所学

校，体会它的春夏秋冬，它的人和事。 

（一）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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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燕园是火红色的。光华门口有一排高大的银杏树，秋天的银杏树仿若一片金色的高

墙，风一吹，光怪陆离间，飘落的树叶像一只只金色的蝴蝶翩翩，满地落叶也是金灿灿的。相

比之下，未名湖前的树叶更加色彩斑斓，银杏浅黄，枫叶如火，丝柏、雪松蓊郁苍翠，他们与

黄榆、梧桐等一起，构成一组富有层次感的秋日图。 

燕园的冬天开始于 11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和冰雹，气温骤降，一夜之间，光华门口的

银杏树叶竟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瑟瑟发抖。整个燕园在一夜之间银装素裹，只可惜这

银色并没有持续很久，便被阳光融化，地面上、建筑物上、尚存的树叶上都是雪花融化后的点

点水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甚是喜人。12月的后半段，燕园的冬天才真的来临。冬天的天

空常是灰蒙蒙的，晴时站在未名湖边观望，才发现湖边已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湖心还是波光粼

粼的，天空很高很蓝，枯树枝桠，房屋轮廓没了树木的遮盖，显出各种姿态，像一幅笔锋刚劲

的素描画。 

 

寒假归来，2 月的燕园竟已偷偷早早入春，浅粉的樱花（甚至还覆盖一层薄薄的雪）、嫩

黄的迎春、白色的兰、浓粉色的榆叶梅、白丁香、紫丁香、紫色的藤萝，花朵渐次开放。西府

海棠在风中起舞，花瓣旋转飘落，细微的阳光逃过绿叶的手，从缝隙中缓缓流泻，空气中香气

弥漫，“香雾空濛”之称果真名不虚传。在五彩斑斓的陪伴中，时间悄然流逝，待到花朵大多

凋落，恍然惊悟，春日已老。 



MPAcc+MAud 专栏 

41 

 

 

 

西府海棠—2022 年 3 月摄 

夏日的主色是绿，深深浅浅浓浓淡淡的绿。燕园内的事物似乎都在燃烧自身最浓烈的色彩，

以最奔放的姿态，展现热烈。鸭子扑了池塘，蝉鸣吵了夏夜，蜓戏荷间，鸳游碧水。过些日子，

待荷叶铺满了未名湖面，必是另一番景象吧，不知到是可有机会入燕园一观。 

（二）课堂 

燕园的这一年，体会更多的是这园子的人文情怀。治学严谨，思想上的自由和独立是这里

统一的价值取向。每一次课堂上，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都体现的淋漓尽致。每一位老师

都精心设计了课程，期待同学们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程度的学习和锻炼：罗炜老师的高级财

务会计理论和实务课堂上从来不乏问题的探讨和思维的碰撞，罗老师总是会鼓励大家思考并给

予同学们充分的肯定；高级审计课上既有咏梅老师充实的审计案例，又有 Grace Tang 老师分

享的职业生涯的经历和感悟——“让雇主没有理由拒绝你”；税务课上麻志明老师和姚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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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愉快的课堂让我第一次觉得学习税务充满乐趣…… 在北大，我无数次深切的感受到老师

们从心底对同学们的关爱、鼓励，老师们会在每一个同学发言后给予充分的回应和肯定、在课

程全部结束后说“其实刚刚的小组报告已经展示了大家的专业能力，大家要相信自己”，会和

同学们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会倾听同学们的焦虑与不安…… 

我的确是一个幸运的人，有幸在青春年华走入燕园，感受燕园的古朴与美景、人文与情怀。

正入夏，愿这燕园一梦，如夏日，随万物共同生长，终酝酿出秋的殷实。 

 

（撰稿人：焦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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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历史宣言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

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共产党宣言》 

列宁在 1895 年曾对《共产党宣言》这样评价：“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

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所有文明世界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这句

话到现在也不过时。在党校学习的过程中，我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回味起来，

感触良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是记忆中对《共产党宣言》的印象，也是让我热血

沸腾的两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极富文学色彩的开始，情感四

溢、激情澎湃的文章，透彻的理性思考与分析在文字中穿梭浮现，七篇序言、四章正文构成了

这部充满理论与实践思想的纲领性文件。 

恩格斯曾经说过：“毫无疑问，这是所有社会主义文学中传播最广、最国际化的作品。”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中翻译最多的文献，《共产党宣言》显然名副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

主义联盟起草的纲领于 1847 年 12 月至 1848 年 1 月在《共产主义宣言》上发表。作为对马克

思主义完整、系统、严谨的论述，其诞生在海雾中逐渐清晰。灯塔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

动人民解放的道路。同时我觉得《共产党宣言》不仅仅是在逻辑、在理论上具有科学性，它还

可以称为一篇文学意义上的巨著。无论是文章结构，还是主题思路，《共产党宣言》都处理得

流畅利落，层层递进，一层一层地揭开了这一“共产主义的幽灵”的真面目，令人拍手叫绝。 

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要求青年“从内心深处厚植对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重读一百多年前年仅 30 岁的马克思和 28 岁的恩格斯所创作的《共产

党宣言》，仍感到其巨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其仍然能够激励当代青年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终身。 

“足以指出，在周期性重复中，商业危机日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在商业

危机期间，不仅摧毁了一大部分制成品，而且摧毁了一大部分已创造的生产力。”在危机期间，

有一种社会瘟疫在以前的所有时期都显得荒谬，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暂

时的野蛮状态。它就像一场饥荒，一场全面的毁灭性战争，剥夺了社会的一切生存手段。看来

工商业都被摧毁了。《宣言》发表 81 年后，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一场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

迅速席卷资本主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危机的方法与马克思的方法惊人地相似：“资

产阶级怎样才能克服这种危机？”一方面要消灭大量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要抓住新的市场，更

加充分地利用旧的市场。新时期，新时代，《共产党宣言》可能有些具体的内容已经不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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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但其精神内核却依然是长盛不衰的。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经

济继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各

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反，如果我们抛弃和背弃马克思

主义和共产主义宣言，我们将深刻地记住苏联解体给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带来的痛苦教训。 

1989年，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根据当时东欧的剧变，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大失败—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衰》，主张 21 世纪共产主义将因违反历史规律而“不可逆转地消

亡”。30年过去了，“大失败”者们的预言对了吗？事实证明，没有。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也在中国蓬勃发展。从表面上看，这个世界与一百多年前显著不同了，社会也在与时俱

进，这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事实则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时代背景根本没有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

一定的区域中阶级也已经消亡，但只要看看西方发达国家群体是怎样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只要

看看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是怎样追逐利润的，只要看看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割，就会发

现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当然，在发达经济国家中，许多虚伪的面具又戴上了，但是揭示背后的

现实，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仍然与一百多年前一模一样。这无疑是对

那些过时论者最有力的抨击与反驳。 

一百多个春秋过去了，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似乎有明显的不同了。可我环顾世界，看到资

本主义无序扩张带来的全球贫困问题，看到“黄马甲”们和军警对峙的紧张，看到繁华巷尾车

水马龙的角落中蜷缩着的诸多卑微的灵魂，看到这个星球上分明同样崇高的生命却被分为高低

贵贱的三六九等，我的耳畔分明又回响起了那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当代

青年，我觉得我们更要认真学习这类书籍，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胸

怀“国之大者”，担当使命任务，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争当伟大理想的

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撰稿人：薛智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