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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系胡丹琪老师专访 

 
胡丹琪老师于 2021 年加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

学系，在加入光华前她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取得金融

硕士学位，在多伦多大学取得会计学博士学位，并于

2016-2021 年于西北大学任助理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

是财务会计和资本市场；曾经获得美国会计师协会 FARS 

Best Dissertation Award 和 Doctoral Dissertation Award for 

Innovative Research in Accounting Education，研究成果发

表在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和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本期《走近会计系》，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胡丹琪老师，

让我们一起聆听胡丹琪老师对学术研究的思考和感悟。 

 

胡老师严谨亲和，她与我们分享了走上学术道路的心路历程、一路科研工作的感受，也对

我们关切的多方面的问题给出了切实建议，我们非常期待老师在光华开启新阶段。 

胡老师选择学术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发生于瑞典交换之时，她本科时即已倾向学术，此前去

过美国交换，亦尝试过业界实习，但在瑞典交换时，胡老师发现比较安静的学术生活确实更适

合自己，于是选择申请海外博士项目。 

教师风采 



教师风采 

2 

 

关于海外与国内学生的培养差异，胡老师表示若是想毕业后去业界工作，国内外硕士教育

质量差异不大，虽语言环境存在天然差别，但国内现在也有很多全英课程，英文水平的提升也

更多在于自我要求以及职业发展规划；老师虽未经历过目前国内的博士教育，但她认为光华有

优秀且很有活力的老师们，与海外的博士教育差异会越来越小。 

胡老师在多伦多大学博士毕业后即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谈及选择回国并加入光华的原因，

老师表示她在出国之时并无定居海外打算；近年也在持续关注国内，看好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

潜力，金融与会计双背景的她希望回国见证此发展时期；而曾在光华取得硕士学位的她一直很

喜欢光华，于是回国后自然地选择了加入光华。 

我们在采访中也请教了胡老师关于学术、心态等多方面的问题，老师都非常耐心地予以细

致解答。关于读博期间面临的想法被否定而持续受挫的问题，胡老师表示读博过程中会遇到很

多困难，情绪波动在所避免，即便是教授们发文也很难一次成功，大都需要磨合修改，首先需

要意识到这个情况很正常；其次，平时要学会情绪的合理宣泄和调节，比如适当地给自己放假、

发展兴趣爱好等，在兴趣爱好上取得进阶也是很好调剂方式。胡老师也鼓励同学们积极与导师

沟通交流，在交流前需要有自己的思考并尽量稳妥，但不要过于担心老师可能会怎么想，老师

们都非常乐于帮助大家。 

胡老师的研究兴趣是财务会计和资本市场相关的，她对新兴技术也比较感兴趣。关于如何

确定研究兴趣，胡老师表示研究方向的确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学习完不同领域的专题后

大家会有一定的想法，最理想的状态是直接找到了最有热情的领域展开研究，但研究兴趣的确

定往往并没有那么快，胡老师建议大家在一个个项目的推进中慢慢发现兴趣，找到并发挥自己

的比较优势。 

老师觉得会计领域的研究还是非常开放包容的，也分享了一些国际期刊的发表经验。一是

要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二是可以做好中国研究，深挖中国节点性的重要事件，利用好独特的数

据，做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研究。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

国际社会对我国研究的兴趣也逐渐增强。  

时间管理方面，老师推荐了一些工具书，心理学、人际沟通、时间管理等各类书籍都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的工作和学习。胡老师习惯会把紧急的事情先完成，之后心态就会比较放松。强

度高的事情会留出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其他时间也可以多读文献。相比于去业界，学术更自然，

也更能展现个人的风采。 

对于在光华生活的期待和对同学们的祝福，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快乐地做学术，享受过

程，在过程中有所收获和成长；不用太在意结果，在享受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有所成长。 

胡老师淡泊名利，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追求科学真理。在聊天中，老师的学术

热情也深深感染了我们。老师很慷慨无私地向我们分享了选择学术道路的原因、研究兴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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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期待和老师相遇于课堂。最后，我们也祝老师在光华的新生活开心顺利！ 

 

   （供稿人：张宇星 肖峰 杨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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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跬步，至千里：我的博士生成长体会 

 

编者按：本期《走近会计系》，我们邀请到 2018 级会计系博士生汤泰劼，让他从博士

生的视角，谈一谈三年多来心得和体会。 

 

人物小传：汤泰劼，光华管理学院 2018级会计

系博士生，研究兴趣为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

环境会计，研究成果发表在《管理世界》、《管理科

学学报》、《金融研究》、《审计研究》等期刊。连续

三年获得北京大学校长奖学金，并曾获得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北京大学学术创新奖、国庆 70周年重大

活动特殊贡献奖等荣誉。 

喜欢做研究是我选择读博的一个出发点，北大

光华汇集了最优秀的同学、最顶尖的老师，让我有

机会能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会计与经济管理知识。

2018 年我从暨南大学硕士毕业，通过申请考核的方

式进入会计普博项目，从此与光华结缘。我总结为

三大方面：精准的培养指导，丰富的学研资源和积

极的学术氛围。 

学术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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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准的培养指导 

1.培养管理规定 

系里对研究生的培养从入学前就已开始。近些年，会计系为了让我们尽早了解学术生

活，打好学术基础，在入学前就会提前联系新生开展相应的辅导工作。例如安排年轻教授

们指导学生阅读经典文献，鼓励同学们了解前沿的计量统计、爬虫软件的操作等。入学后，

会计系对于研究生的培养订有明确的管理办法，在刚入学时就将纸质文件印发给我们，并

召开了相关会议进行解读。这其中包含许多有亮点的规定，例如，博士生在第一学年结束

后需要提交一篇完整的独立完成的论文；博士生参加博士资格考试的一个月之前还需提交

一篇完整的独立完成的学术论文；对标海内外一流院校的会计博士毕业生在毕业前就有英

文论文的发表，因此为了加强系上博士生未来就业时的竞争能力，要求我们在博士论文开

题前，需要先通过一篇英文论文的报告。培养规定在往后的学制内会不定期由导师组进行

监督和提醒。明确的培养规定使得同学们有了清晰的努力方向。 

 

2.课程学习 

会计系博士生第一年的主要任务是课程学习，重在“打基础”。博士生的必修课程和部

分选修课程也基本设置在第一学年。通过与全院其他系博士生一起学习高级计量经济学、

高级微观经济学等课程，博士生可以从多学科的视角掌握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实证研究方法，

同时结合会计系开设的会计研究方法论和其他会计主干课程，使得我们对于会计和财务领

域的研究方法、经典文献和最新国际顶刊学术成果有比较好的把握。专业必修课程师资安

排有年轻教师与资深教师，可以让我们充分学习新知与经验。学院广泛开设的选修课程也

为同学们在感兴趣的范围内提供了充足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会计系开设的专业课程主

要采用“教师导读+学生精读+小班讨论”的模式进行，这一模式的侧重点在于培养学生批

判性思考的能力。以我个人为例，对于在学期初布置的课程文献，我在每节课前基本都会

进行通读并画出文章逻辑图，遇到有疑问的地方会标注出来，在课上和老师同学讨论，很

多有趣的 idea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老师们也会更多鼓励博士生沿着已有文献脉络寻

找新的潜在创新点，并通过研究设计和读书笔记的方式予以落实。第一学年结束后，每位

博士生手上基本上都能够有一篇或多篇工作论文，这也为后续论文写作阶段打下了很好的

基础。 

 

3.学业评估 

为了更好地监督和评估博士生们的科研进展，学院会在每学年的第二学期末设置学年

评估的环节，通过让研究生自述当年的科研进展，辅之以平时参与学术活动记录（如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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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研的情况、出席学术讲座的情况）以及评估前提交的科研清单，导师组可以更准确地评

估博士生的科研情况，并有针对性地给出建议。以我自身为例，在前两年的博士生涯中，

我侧重于中文论文的发表，而较少关注英文论文的创作，这使得自身在未来找教职时容易

面临不均衡发展的问题。导师组在第二学年的评估时指出了我的这一问题，考虑到英文论

文的写作与投稿周期更为漫长，因此我调整了自身的科研节奏，将侧重点逐渐转向英文论

文，做精做深。 

 

4.综合考试及导师双选 

综合考试在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方面十分重要。在经过了第一学年紧锣密鼓的专业课

学习，学院在第二学年的下学期设置了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环节，

笔试内容基本涵盖前一年半的全部基础必修课程与会计专业课程，试题由不同专业方向的

老师独立命制和批改。笔试不合格者不能进入面试的规定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培养质量。

会计系博士生在入学的前两年不选择导师，直到综合考试通过后才会进入导师双选环节。

所谓“双选”，即学生和教授互相选择，相互“心仪”才能匹配成功。经过两年的接触，我

对自己心仪的导师和自己未来希望深入研究的方向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给会计系发送申

请得到肯定答复后，双选过程就愉快的完成了。 

 

5.导师指导 

光华教授对于博士生的指导，可谓细致入微。以我和我的导师陆正飞教授的相处为例，

导师对我的关怀与指导是全方面的。和陆老师沟通的大门是随时敞开的，每每在科研上遇

到困难向老师求助，老师都会在第一时间通过面谈、电话、邮件或者微信的方式和我进行

沟通，感受着一次次和老师思维逻辑的碰撞，看着那一份份被老师批注的“满江红”的文

稿，我深刻感受到老师做研究的一丝不苟和对科研毫无保留的热情。行胜于言。老师不仅

时常通过谈心的交流方式传达他的思维和理念，更重要的是能从他的行为来给我们树立榜

样。曾经的我是一个说话和行事比较急躁，作息不规律又喜欢熬夜的人，而老师是一个习

惯于深思熟虑后再行动的人，生活极其自律，早睡早起。在和老师进行了多年的接触后，

我深刻的感受到，深入思考后的言行会比毛毛躁躁、“冲动”式的赶工来得更为有效，经常

性的熬夜也并没有使我获得更多的时间，反而不如每天规律作息来得高效。慢慢地，我也

尝试向老师学习，自律工作，自律生活。老师通过言传身教，带给我的不仅是学术研究上

的启迪，更是为人处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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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富的学研资源 

1.学术会议 

会计系经常性会组织承办一些国内外高端学术会议。例如每年与兄弟院校轮流举办

“校际青年会计学者学术论坛”，至今已举办十五届；又如每年举办的博雅论坛（目前因疫

情原因暂停），会邀请光华的博士或博士后校友返校进行学术交流；系上有聘任特聘教授，

每年都会来访或进行讲座，和平时的学术讲座一样，每次特聘教授来访时，我们都有机会

能单独与他们约时间进行当面请教；每年一次的会计暑期学校亦是光华会计系对外传递履

行社会责任的“名片”，暑期学校向国内外会计学者开放申请，每年都会邀请海内外知名学

者来到光华做主题演讲，为博士生点评研究设计，并邀请国内权威期刊编辑进行座谈。系

里除了采用“引进来”的方式，还鼓励博士生“走出去”，会计系每年接受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发起的研讨会（MIT Asia Conference in Accounting）与新加坡管理大学举办的研讨会

（SOAR Symposium）的邀请，提供名额与经费补助给博士生参加；对国内外知名的会计

学术会议例如国际顶刊办的学术会议、美国会计学会（AAA）年会、欧洲会计学会（EAA）

年会、中国实证会计年会、北大-台大会计学术交流研讨会等会议，会计系和本研项目办公

室会按规定提供会议注册费、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支持。上述会议资助政策大大提升了我

们参与国内外高端学术会议的积极性。 

 

2.助研助教工作 

学校的博士生奖助金改革要求每一位博士生在承担一定量的助研工作后都能够获得岗

位奖学金的补助。岗位奖学金分为三等，如果上一学年度表现优异，还有可能被推荐参评

学校校长奖学金（金额为 7 万/人/学年）。上述制度在为博士生提供一定程度的生活津贴，

还能更好地促进奖助金体系和科研工作的紧密结合。博士生在学期间的主要工作就是科研，

而助研工作主要包括搜集文献、处理数据、合作撰写论文等，这一方面可以让同学们更快

地熟悉某一领域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能够有机会和教授们产生更多的互动，这其中就不

乏会产生非常有潜力的工作论文。再例如助教工作，会计系大部分博士生未来的职业方向

是高校，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承担教学任务。助教工作使得同学们能够提前熟悉教学环节，

充分参与老师课前备课、课上讲授、课下批改作业和答疑等环节，这对于未来将走上三尺

讲台的我们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3.图书馆服务和科研发表奖励 

光华依托北大强大的学术资源服务体系，为博士生做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以学校图

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为例，我们博士生在阅读论文时会经常性地遇到下载不到参考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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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文，或是北大图书馆没有购买此类期刊或著作的问题，这时候“文献传递”的读者服

务就显得非常重要。只需在系统中提交论文的名称和期刊号，不出几个小时，图书馆就会

通过邮件免费将论文发送过来，十分便捷。再如光华图教中心每学期为同学们开设诸多培

训课程，内容涉及数据库使用、论文检索等话题，对博士生做研究也十分有帮助。 

学院和会计系都鼓励博士生专注于科研论文的创作与发表。在博士生顺利发表出论文

后，学院为博士生提供了较好的科研奖励支持。如果论文所刊发的刊物属于光华的奖励期

刊，可以按中、英文分别申请 A 类和 B 类的奖励支持，金额从 5000-40000 万/篇不等。会

计系每年会在全系博士生内部进行论文征稿，评选出的优秀论文会在会计系新年晚会中颁

奖。 

 

三、积极的学术氛围 

1.科研硬件设施 

为了更好地提升博士生的工作效率，光华持续不断优化博士生的工作环境。其中值得

一提的是学院在地下一层设置的博士生工位和一层设置的研讨室。光华为博士生科研提供

了充足的工位，并对其进行科学化管理。在工位设置上，优先安排固定工位给通过资格考

试的博士生，便于其更好地转向科研论文创作阶段，其余博士生则可以使用流动工位。在

工位管理上，每学期设置有不定期的后台打卡抽查，对使用效率低的工位进行灵活调整，

极大地提高了同学们的科研积极性。当有研究话题需要讨论时，博士生们还可以租用一楼

开放空间内的研讨室进行闭门讨论。 

 

2.系内研讨 

会计系博士生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大家在学习和生活中经常保持互动。科研上，系

里常设有前沿论坛、博士生组会和 1405 论坛等学术平台，前沿论坛主要在国际范围内邀请

优秀的会计学者进行科研工作论文报告；博士生组会由系里教授组织发起，每周由博士生

们围绕一个特定话题或者其工作论文展开讨论；1405 论坛则是完全由博士生们自行组织，

在没有教授们参与的情况下独立进行讨论，举办至今已有十余年，由系经费提供支持。

1405 论坛鼓励学生们通过平时的交流，大家分享经验与想法，促进同学间的学术研究合作，

出国交换回来的同学也会在 1405 论坛与学弟妹们进行经验分享。这三项活动的内容不尽相

同，各有特色，使得博士生们能够在不同的氛围下展开讨论，这对我们未来进入工作岗位

后适应不同的科研环境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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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际交往 

除了在科研上的良性互动外，会计系的本科生、MPAcc、MAud 和硕博生们也经常保

持交流，每学期中系里都会组织升学、求职经验分享会，让高年级的学长学姐进行经验分

享，系主任李怡宗教授也会同时参与，介绍会计系发展近况；每年年末亦会组织会计系新

年晚会，晚会由师生共同参与，其乐融融。会计系办有系刊《走近会计系》和公众号“光

华会计家园”，定期对外宣传，系里对此亦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同学们会在经费允许的范

围内组织团建，在紧张科研之余得以放松的同时，也加强了凝聚力。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

博士生们在生活中亲如一家人，同学们之间能够产生积极互动，思维火花时常迸发。 

 

4.学术氛围 

会计系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系里鼓励我们在授课、讲座、组会、助研时多接触不同

的教授，有机会就多和老师进行合作研究。学生遇到困难或是有问题想向某一专业方向的

老师进行咨询，可以随时给老师们发邮件，老师们都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同学们提供

帮助。 

除此以外，本研办公室和系办的老师们也为博士生们的选课、学年评估、奖助金、学

位论文开题、预答辩、答辩工作等提供了诸多帮助，友善且高效的沟通为我们的科研工作

也助力良多。 

 

最后我想说，感谢光华为我们博士生提供了如此优厚的科研环境，使得我们能够在博

雅塔下，未名湖畔，心无旁骛地进行这么多年的科学研究。科学道路上很少有平坦的大道，

做研究遇到困难很正常。重要的是要有平和的心态，以踏实的进取心去分析并解决难题，

这是光华带给我一生的财富。 

 

（供稿人：汤泰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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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信息发布（2020.11-2021.09） 

时间 主讲人 学校 主题 

2020.11.25 Zhaoyang G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ving with the Frenemy: Common 

Ownership and Hedge Fund Activism 

2020.12.02 Donghui W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putation Recognition and Audit Outcom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Auditors 

2020.12.16 Mingyi Hu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rning from Peers: Evidence from 

Disclosure of Consumer Complaints 

2020.12.17 Danqi Hu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News at the Bell and a Level Playing Field 

2020.12.23 Aluna Wang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Disclosure Regulatio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The Case of Exiting the SEC 

Disclosure System 

2020.12.24 Serene Qian 

Huang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Do Critical Audit Matter Disclosures Impact 

Investor Behavior? 

2020.12.24 Aner Zhou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Misconduct by Repeat Offenders in the 

Financial Advisory Industry 

2021.01.06 Frank Zhang Yale University Using Economic Links Between Firms to 

Detect Accounting Fraud 

2021.03.19 Aaron Yo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The Dark Side of Fair Disclosure in a 

Relational Economy: Evidence from China 

2021.04.09 Wim A. Van 

der Sted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Scenario Presentat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Innovation Projects 

2021.05.14 Zhen Li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ld Ideology, Novel Virus – How Freedom 

Affects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2021.05.21 Frank Zhou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 Cultural Roots of Economic 

Expropriation 

2021.05.28 Clive Lennox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 Review of China-related Accounting 

Research in the Past 25 Years 

2021.06.04 Seil Kim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Does Fair Value Accounting for Equity 

Securities Improve Financial Reporting? 

2021.06.11 Jeong-Bon 

Kim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Real Effects of Risk Disclosures: 

Evidence from Climate Change Reporting in 

10-K 

2021.06.25 Liandong 

Zhang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Riding Attention Spikes: How Analysts 

Respond to Advertising 

 

（讲座信息整理：张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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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再出发：博士求职篇 
 

编者按：新的毕业季，诞生了一批新的最高学位拥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告别了

漫长的学生时代，但并没有告别学校，而是以一种新的身份留了下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在

这人生的转折点，他们想必是感慨万分。小编有幸采访到光华会计系两位新晋教师——王西子

学姐和周茜学姐，听听她们在学术道路上是如何过关斩将的。 

 

 

王西子，2021 年 6 月毕业于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入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已在《审计研究》和《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等期刊发表文章。 

学生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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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茜，2021 年 6 月毕业于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入职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已在《经济研

究》、《管理世界》、《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等期刊发表文章。 

 

博士生涯回顾 

两位学姐的博士生生活，有着相似的紧张节奏。一如王西子学姐所总结的，“一年级时要

面对完全陌生的课程、二年级全力准备博资考、三年级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出国交流、四年

级焦虑的是如何更快完成毕业要求、最后一年焦头烂额的是博士论文。” 

这一路闯关下来，虽然烦恼不断，但也充实有趣。五年时光已然逝去，留给学姐们的，

是成长和感悟。 

周茜学姐分享了两条学术研究相关的心得：“第一，心态要放平。研究路上最不缺的就是

失败，最不可怕的也是失败。Idea 被否定很正常，做不出结果也很正常。第二，行动要坚持。

用我老板的话来说，就是‘无需天天累死累活，不可一日碌碌无为’。” 

王西子学姐则表达了强烈的感激之情，“我心中最想说的话就是感谢，感谢导师对我的悉

心培养，感谢师兄师姐以及师弟师妹的无私帮助，博士阶段的生活充满了压力，如果不是大家

的帮助，我没有办法坚持下来。” 

 

求职经验分享 

两位学姐在找教职之初都选定了意向城市。王西子学姐选择了北京，周茜学姐则因为家

人的原因锁定了广州。 

周茜学姐分析道：“这样缩小求职范围，好处是可以将有限的精力用来了解目标院校的要

求、准备自身的材料，缺点是选择更少、焦虑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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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好城市，接下来就是搜集市内各高校的招聘信息。王西子学姐主要是从院校官网或

者公众号上了解的招聘信息，同时也参考了一些往年资料；周茜学姐对招聘信息的了解则主要

来自于老师、师兄师姐以及博士同学。 

关于投递简历，王西子学姐分享了她的经验：“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多地投

递与自己能力相符合的院校。我投递的部分院校是全年招聘教师，因此可以直接投递简历；但

有部分院校的招聘有时间限制，需要注意时间。” 

招聘考核流程上，两位学姐所介绍的大同小异。高校一般都要求应聘者报告一篇自己的

文章，另外通常还设有面试或试讲环节。 

 

从博士生到教师 

小编采访的时间是学姐们入职前的暑假，也就是从博士生到教师的过渡期。 

“在入职前的这段时间，我做的工作和博士阶段的工作区别不大，基本就是在处理自己

的工作论文，同时也对自己即将承担的课程进行了初步了解。”王西子学姐分享道。 

虽然手头的工作还没发生太多变化，但心态已然发生转变。王西子学姐表示，“从毕业

后，我一直提醒自己再也不要以一个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需要主动地承担更多的责任、严格

地要求自己（虽然做的还很不够）。”  

展望未来的职业生涯，周茜学姐表示，希望在教学和科研上实现合理的时间分配，努力

做到教学相长；王西子学姐也表达了相似的希冀，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同时也

要更加认真地完成自己的科研工作。 

 

（供稿人：肖帅莹、廖静莹、吴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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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级会计系新生自我介绍 

 

编者按：又是一年金秋九月，21级新同学的到来为会计系大家庭注入了新的活力，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一、普博篇 

 

黄利平 

爱吃：火锅、海鲜 

星座：天秤座 

性格：生活中温和，学习上严谨 

爱好：旅行、运动、追剧 

家乡：内蒙古包头 

毕业院校：厦门大学 

 

 

  

 

陈祎丽 

爱吃：一切与辣相关的食物～～ 

星座：摩羯座 

爱好：运动（网球、乒乓球、游泳、瑜伽、普拉提 etc.）、旅游、

弹琴、歌剧音乐剧、综艺、听音乐 

家乡：湖北（籍贯）& 北京（成长） 

毕业院校：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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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博篇 

罗畅拓 

爱吃：海鲜 海鲜 海鲜 

星座：水瓶座 

性格：外冷内热 

爱好：足球、撸猫、跑步、悬疑恐怖类电影 

家乡：广东清远 

毕业院校：中山大学 

 

三、学硕篇 

 

李博文  

爱吃：牛肉火锅、日料、西餐 

星座：巨蟹座 

性格：表面文静随和 实际沙雕话多 

爱好：唱歌（KTV 约起来）；打牌（虽然菜）；追脱口秀等一切好玩

的综艺；健身 

家乡：山东济宁 

毕业院校：湖南大学 

  

李宬锐 

爱吃：“来者不拒”（尤以各式面包甜点为甚） 

星座：天秤座 

性格：自来熟晚期患者 

爱好：悬疑电影、侦探小说、剧本杀（又菜又爱玩）、游 

泳、尤克里里 

家乡：云南保山 

毕业院校：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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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系就业方向及职业选择略述 

 

作者按：本文可能不够全面，基本只是我及朋友们的浅薄的认知，主要面向低年级本

科生进行分享。很多想法可能不成熟，权作分享。 

写在前面： 

1）如果让我说，职业选择跟什么最相关，我觉得比起能力、专业，选择什么职业其实

跟个人的性格最密切相关。因为只要学习能力强，一切技能都是可以学习的，但是性格很

难改变。如果选择了一个与性格不符合的职业，会非常痛苦。所以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

大家需要仔细想想自己的性格有什么特别不合适和不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再结合可能的路

径做打算。 

2）不要给自己设限是没错，但是也不要“什么都非得试试”。因为真的没有完美的工

作，而且就算有，想要在毕业就一步到位的难度实在太高了，所以在中短期的规划中，要

识别对自己最重要的，只要能满足最重要的几点就可以了。 

3）学习一个事情和真正做一个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上审计课的时候我觉得审计真

的很有趣，因为课上讲了很多怎么从某个会计披露看出财务造假，针对不同行业的企业要

注意哪些科目，我觉得探索的过程很有意思。但是审计师的实操就没有这么有意思，函证

是需要一封一封制作然后发出去的，别人不回的话是真正需要想办法解决的。不能只从课

堂上去了解一个行业或者工作。 

4）不要被“会计专业”这个词限制了，其实金融系能做的至少 90%工作，会计系也能

本科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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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金融系和会计系的差别真的没那么大，而人与人的差别比较大。 

 

简要介绍常见的职业发展路径（业界+学界的大家常讨论的工作，不包括公务员等政府

职能部门） 

一、偏金融的职业导向 

金融行业可以基本分为四个象限。分别以买方卖方，一级二级作为横纵轴。建议通过

树洞#1307610 和#2321308 去充分了解，讲的很清楚 

一级二级：一级市场简单可以理解为证券发行人直接与认购者交易（比如，你发行股

票/债券，直接被别人买走，这个市场叫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认购人和认购人之间交易

（例如前面你被人买走的股票/债券，又被这个买走的人卖给另一个人）。 

买方卖方：可以大致对应甲方和乙方。买方，既然为买，即为出资者；卖方，在金融

市场中往往不是指直接卖东西的人，而是指为卖东西的人服务的机构（如投行、研究所）。 

这样自然就有四个象限，金融方向的就业在学院内部有很多打听的机会，了解的学长

学姐也相对更多，本文中不作赘述。 

二、偏会计的职业导向 

（一）企业内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内部审计等） 

从企业会计、内部审计做起，逐渐向财务总监晋升，这其实是会计系最正统的求职路

径之一。我了解到去企业内部做财务平时的 wlb（Work/ Life Balance）确实会比金融更好，

当然做年报、季报的时候肯定还是加班很严重。我觉得这条路的好处是，专业非常对口，

在知识层面没有什么特别需要额外准备的，而且向上的路径也比较明确。带来的问题可能

就是转行比较困难。因为财务部门在大企业里一般就是后台的职能部门，后台的转行空间

相较于前台一般是比较少的。 

（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税务筹划服务、资产评估等） 

这条路径就是所谓的“去四大”，最终晋升路径就是合伙人。以我个人的体会，近几年

光华走这条路的人越来越少，个人认为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非常辛苦，年审的工作可能

也比较枯燥，而工作量和工资的不匹配劝退了很多人。 

（三）高校教职 

这个例子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大家看到的老师们就是，大家可以去上麻老师的会计信

息与数据分析（如果它还开的话），或者任何一个需要大家进行写实证研究的论文的课，大

概体会一下自己喜不喜欢做研究，以及擅长与否。我记得麻老师曾经说过，他当时选择读

会计的博士，就是因为会计的学术相对没有经济那么卷，感兴趣的话或许可以跟麻老师聊

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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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咨询战略 

咨询的细分特别丰富，战略咨询、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等等。咨询公司其实就是外部

咨询，一个不了解公司的团队来帮助公司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咨询公司的关键就在于他

们有一套分析问题的 framework，然后会选择不同 framework 分析不同的案例。自然，不同

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有 framework很好，这样任何问题的分析都会很有逻辑和

有迹可循，更有效率。而有些人会认为就是拿公式套一切，咨询公司无法指导做业务的人，

比较见仁见智。 

跟外部咨询公司相对的就是内部咨询，也就是企业内的战略部门。也就是从内部来研

究公司应该怎么做，怎么发展下一步。大家去的最多的就是互联网战略。战略部门和产品

部门、业务部门沟通还是比较多的。相比于咨询公司，战略部门对你给出的建议的负责期

可能会更长，更有可能看到战略的落地/不落地。 

如果对咨询和战略感兴趣的话，建议加入北京大学咨询协会。 

 

也想再讨论一下，会计专业和金融专业相比的优劣势，以及作为会计系的学生可以做

什么。 

一、优势 

我认为和金融专业比，会计系同学最大的优势就是财务报表基础比金融的同学扎实很

多很多。因为金融同学实际接受的系统会计知识就局限在初级财务会计和公财，剩下的财

务知识经常是在各种地方不系统地获得的。而相对来说，我们的课程有初级、中级和高财

务会计，还有很多课程其实是在教我们怎么去理解和阅读数字背后代表着什么。比如如果

你想看企业在供应链上的话语权如何，也许你会看应收应付比，也许会看现金利润比等。

我们对财务数据的敏感性和理解程度比金融系同学高很多。 

这种对财务报表的理解，不管在面试还是在工作中，都是很重要的。面试里 tech 的问

题，会计系同学在课上会学习地更深入。在工作中，不管是搭 model，还是分析数据，如果

对报表熟悉的话，那么工作效率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也就是说，会计系的同学往往对于公司层面的了解和分析的能力，基础比金融系的同

学要好。 

二、劣势 

会计系同学相对于金融系最大劣势，是对市场的不了解和距离感。我们对市场运行的

底层逻辑和知识是缺乏理解的。在会计系上课的日常中，非常缺乏对市场的关注和敏感性，

对于重要的市场信号不会去看也不懂。这一方面会阻碍我们在实习中顺利完成一些任务，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我们自己拓展和积累对行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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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要补充的技能 

与优劣势相对的，我认为作为会计系的同学，着重去补充一些金融系同学的知识和意

识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我们理解资本市场、了解自己所从事的行业都是很重要的，而且

通过对市场的了解，也能更长时间的保持对这个行业的兴趣。因为如果只盯着手头的会计

和数字，可能很容易感到厌烦，因为这与真实市场的距离有些遥远。我们必须学会理解一

个数字的变化在市场上到底会带来怎样的 impact，才能更持久的觉得有意义。 

从知识上来说，会计系同学可以选一些金融系的必修课，尤其是跟市场更紧密相关的。

可以跟金融系的朋友聊一聊，选择合适的课程。 

从意识上来说，我觉得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没有培养起阅读金融新闻的习惯，

所以对市场的了解就特别欠缺和薄弱。大家可以有意识地多阅读新闻，然后跟上市场的脚

步，诸如发生了什么重大政策变化，你关注的行业有什么大事儿，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是

积累 insights 的过程。 

另外我认为，如果只局限在会计的专业课，我们对很多潜在的就业方向是不了解的

（就跟金融系不学税法，所以应该不会有人产生要去做税务的想法一样），我们不讲风险管

理、不讲衍生品，所以可能对这些方向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看看各个

系的培养方案以及院选课，如果有感兴趣的主题，可以去选，或者旁听一下这门课，这样

也能拓宽我们对于工作类型的理解。 

以上就是一些关于会计系职业规划的拙见，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而且擅长的方

向～ 

（供稿人：余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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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研经验分享 

 

 
2018 级本科生 赵奕涵 

拿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硕深圳班 offer 

最终放弃 offer 选择 BCG 全职 

 

一、面试风格 

整体偏压力面，15 分钟内由 5-6 位老师同时进行面试，且面试官经常摆出“冷淡”的

神情以测试你的承压能力；且面试很深入，会针对简历上的细节和专业知识进行深度提问；

并且由于通过清华经管简历关的同学背景都非常优秀，可能手握多个 offer，所以面官会比

较看重对于项目的 commitment，包括为什么读金融硕，为什么选择清华经管，为什么选择

清华经管的某个方向，你的职业规划等等，也要向面官展示你有趣的一面。 

 

二、面试题目回忆 

1．简历问题 

1）你怎么搭建的财务模型，数据来源自哪里，有什么核心假设 

2）某段经历有什么 takeaways，学到了什么 

你如何看到 xx 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及驱动因素（实习接触过的行业） 

2. 动机类问题 

1）为什么选择清华经管 

2）你的职业发展规划是什么 

3）你的个人兴趣是什么，个人兴趣取得了什么成就（英文） 

4）你的压力来源自哪些方面，会怎么解决（英文） 

3. 专业问题 

1）股利发放的会计处理，分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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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利发放会计处理的中美会计准则差异 

 

三、面试准备建议 

首先，一定要提前根据清华经管金融硕的面试要求准备相应的面试环境，包括面试场

地、双机位设备（自拍杆）、摄像头、腾讯会议、QQ 等等，且提前入场，做到万无一失；

其次，会计系同学要夯实会计的知识基础，可以重点复习所有者权益的相关科目以及与金

融之间的联系；并且，从心态上做好准备，遇到压力不要紧张或反应过激，沉着冷静应答，

遇到没有准备过的内容自信大方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展现出积极的面貌和风气。 

最后祝申请保研的同学一切顺利！Offer 连连！ 

 

 

2018 级本科生 曾琪 

（最终去向：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硕项目） 

 

于我而言，“保研季”三个字浓缩了我的大半个 2021 年。作为一名海投型选手，我申

请的项目涵盖了金融、会计、管理 3个方向，一路走来并不算满载而归，却也在日复一日的

准备中积累了些许浅薄的经验。其中，我在高金 MF和复旦管院 DDIM 两个项目上付出了较

多心力，故在此分享我关于二者的浅见，希望能为诸位解惑。 

 

高金（SAIF MF – General Track） 

高金的金融硕士分为 General 和 FinTech 两个方向，前者是传统的金融硕，后者要求候

选人有很强的数理和计算机背景。因此，除非数理基础极好，否则会计系的同学一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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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General Track。 

面试轮次和时间线上，2021 年 4 月上旬至 6 月中旬共有 4 轮 mini 营，考核结果分为预

录取、待定（进入夏令营）和拒信，进入 waitlist 或未参加 mini 营的同学，在 8 月中旬的夏

令营还有上岸的机会。高金提供的批次极多，基本覆盖了整个春季学期，一般情况下，靠

前批次大佬扎堆，竞争较为激烈，但发放的 offer 也相对较多，因此在选择批次时，大家可

以互通有无，了解彼此的申请意愿，并根据自身准备的充分程度来决定参加的轮次，打有

准备的仗。 

考核方式上，mini 营均为线下面试，第一天为全英文小组 case，题目多与区块链、数

字货币等热点科技相关，要求大家思考如何将这些技术与其他行业相结合，来解决某个领

域的痛点问题，小组需要在 60min 内讨论并画出海报，然后进行 presentation 和 Q&A。要

想脱颖而出，既可以在准备时尽力搜寻创新的想法、并且在 pre 时呈现出来，也可以在

Q&A 环节主动回答来自教授和同学的提问，或针对其他小组的表现积极提问，总之要保持

思考的状态，抓住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夏令营由于疫情临时改为线上，第一天的考核为

全英文开卷笔试，包括论述题和视频题，题目与公财理论相关，且前后高度关联，作答时

仔细分析材料即可。 

考核第二天为以群面为单位的个面（伪群面），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实习经历、职业规

划，也会有随机的行为问题。面官会依次对每位同学进行考察，整体氛围轻松，并非传说

中的压力面。在专业理论上，教授一般不会根据你的已修课程来提问，而是直接考察重要

的金融学理论。相较于金融背景的候选人，会计系同学可能会有些吃亏，因此，公财等金

融基础课是大家复习的重点，若选修过证投等其他金融课程，适当复习也会有所帮助。实

习经历上，面试官提问的方式与实习面试较为接近，会围绕你做过的项目进行提问，定性

与定量的分析都会有，比如：讲讲你研究过的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某个指标的含义以及

如何计算，等等。在聊完实习经历后，面试官可能顺势问职业规划，因此大家在复盘实习

经历时，可以多进行几轮自我拷问，根据自己的过往的经历和未来的志趣来确定职业目标，

在回答相关问题时做到逻辑自洽。 

 

复旦管院 DDIM 

时间线上，管院每个项目在 4 月至 8 月均有 3 轮领创营，申请所需的材料、录取方式

均与高金类似。 

考核采取英文辩论+伪群面的形式。英文辩论为 4v4，现场给题并随机分正反方，经过

10min 的讨论后，双方一二三辩轮流发言 1min，此后进入 10min 左右的自由辩论，最后四

辩结辩。讨论环节可以主动 lead，提出好的思维框架；轮流陈述观点的环节类似一个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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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re，轮到自己时尽力发挥好即可；自由辩论环节时间有限而人数多，大部分同学都会表

现得比较 aggressive，因此在保持基本礼仪的前提下，要见缝插针地努力发言，暂时抢不到

也不要紧，可以在脑海中梳理观点和语言，提高自己发言的质量，下一次有机会时积极表

现即可。 

伪群面的形式与高金类似，内容包括专业知识、实习经历、职业规划、小型的 case 

study。Case 多与商业相关，比如：如何提高京东物流的利润率；为 bilibili 设计一个知识付

费的商业模式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固定的答案，更多的是考察大家的 business sense、思

维的逻辑性与结构性。因此，保持对时事热点的关注与思考、掌握咨询行业中经典的思维

框架（可参考《Case in Point》），都对解答 case 大有裨益。 

 

备战 tips 

保研的时间线弹性很大，每个人备战的时间不同，尽早开始当然最好，但任何时候只

要有心准备就不迟。在此分享一些私以为值得花心思的环节： 

第一是材料的准备。推荐信、个人陈述、简历几乎是申请所有项目必备的“三件套”，

简历是材料中最重要的一环，要确保每段经历都真实、言之有物，能够突出你个人的能力

和特质；格式上要美观且确保无 typo。高金和管院还要求录制一个 1min 的英文视频来展示

自己，在录制时要尽力呈现出最好的状态，并对视频做简单的设计和剪辑，才更容易出彩。  

第二是专业课的复习。不管申请哪一方向，公财、概统这两门核心基础课程都是务必

沉下心来复习的，哪怕是属于管理硕士的DDIM，在面试中也多次考察概统，而金融硕项目

则更加看重大家对知识的理解深度，看候选人是否真正学到了本质。此外，若成绩单、简

历上有数理统计类课程（如 Python，R，计量），也要回顾相关的知识。对会计系同学而言，

财务会计（中财、财报分析等）亦是重要的基础课，无论是在日后的学习还是工作中都用

处多多，因此不妨也花些心思去复习。 

第三是梳理过往的经历。简历上的每个字眼都可能引起面官的兴趣，因此，大家在复

盘实习、科研、社会实践等经历时，要深入挖掘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具体执行的内容、

产生的效果，在此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简历上的内容。简历最终版提交之后，更要针对每

个要点，思考面官可能从哪些角度提问，在文档上总结出自己的回答。大家也要多多模拟

面试，可以把简历交给小伙伴，让他们随机提问，每次 mock 都是查漏补缺的好机会，会让

你对自己的经历有更立体的认知。 

第四是口语练习。上海项目高度看重口语，面试基本上均为全英文，因此口语的流利

度、准确度都很重要。在面试的高压环境下，要用英文准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更非易

事。在日常的准备中，大家可以从一开始就把专业课的复习、简历的梳理都调整为英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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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针对个面、英文辩论、case 分别多 mock，沉浸式地锻炼自己的口语。适应了英文的表

达后，在真正的面试中自然会更轻松。 

最后想对也许正处于迷茫焦虑中的你说，保研过程的确辛苦，但不必担心，只要踏实

认真地做好每一件小事，不糊弄自己，结果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待。衷心祝愿会计系的小

伙伴们一切顺利！ 

 

 

2018 级本科生 曾夏青 

（最终去向：光华管理学院 MPAcc） 

 

坦率地说，我的保研季走得并不平坦，前期规划不到位+不可避免的信息差让我的心态

起起落落，如今回望，觉得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更有效、更系统一些，所以在介绍具体项

目经验之前想和大家聊聊某些我前面踩过的坑，供学弟学妹参考～ 

第一点是前期的准备，分为项目信息的准备和申请材料的准备。项目信息的准备上，

如果已经确定好心仪的项目，那需要继续了解申请的时间线、申请所需提交的材料、面笔

试情况等，如果还在观望，可以尽量多去了解各个项目。在了解项目风格的同时也别给自

己设限，前辈们的往年信息固然重要，也别太受之前项目偏好、指标的限制，如果想去就

大胆投，没过也不亏，过了就赚了。申请材料的准备上，根据项目所需材料和时间线尽早

准备，其实大三的寒假就可以把简历、文书、推荐信、相关证明材料准备好（很多项目需

要的材料都是类似的），以免学期中事情较多，准备起来也较为耗时。 

第二点是关注申请开放截止时间，尽量选择早期的批次。MPAcc 只有一个批次，需要

大家及时提交材料；其他各个项目可能会有不同批次，关注开放申请、截止申请和面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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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如果是上海项目，可以选择早期批次，原因有二：第一是一般上海的项目开的比较早，

项目的层次也比较多，保研季前期先拿一个 offer 可以稳住自己的心态；第二是拥有更多选

择权，像复旦的管院和泛海其实在校系统开放后（四五月份左右）只能选择一个申请（我

在面完泛海的当天复旦校系统开放，填了管院后等于泛海白面了），但是在校系统开放前可

以两个项目都申请且面试。不过尽早申请的前提是材料准备充分，这也要看大家自己的情

况～ 

第三点是对 MPAcc 项目的介绍。今年的保研时间节点如下：3 月 10 日-5 月 10 日申请

材料提交；6 月 4 日发入营通知，6 月 19 日主要是京内生源线下面试，也有部分京外生源线

上面试，6 月 24 日出面试结果。 

申请入营：前些年 MPAcc 和光华金融硕可以同时申请，今年开始只能二选一。在硬性

条件上，原则上排名 40%才有可能入营，但是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本系学弟学妹可以都冲

一下。今年入营 60 位左右的同学，这其中约有 10 位本系的同学，最终录取了 2 位。 

考核标准：随机在简历、专业知识、行为面、时政热点等范围内考察。对上述内容准

备充分的同时（以简历为例，夸张点说，要做到对简历上的每一个字负责），学弟学妹们可

以多明确一下自己申请这个项目的动机，为什么要申请，自己有哪些经历相匹配，如何助

力自己的长期规划等。这些问题想得越深入，也就越知道 MPAcc 是不是自己想要进入的项

目。我个人感觉，与成绩相比，MPAcc 更看重你与这个项目的匹配程度，这也是需要候选

人在面试中展现出来的。 

最后一点还是保研季的心态问题，保研战线可能会拖得很长，从三四月份开始，到九

月底结束。各个项目各种时间线让人眼花缭乱，当身边的同学一个个拿到 offer，心里难免

焦灼。这时候多去找父母朋友同学学长学姐老师聊聊天，多去湖边走走，好好调整再全力

以赴下一个机会，就我观察，大家虽然多多少少有些波折，但最后都能拿到满意的保研

offer～ 

祝大家新学年得偿所愿，吉祥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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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级本科生 刘慧杰 

（最终去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商务硕士） 

 

首先整体上，大家对于保研季到来不必害怕，现在可能觉得没有头绪的事情，伴随申

请的过程中会依次摸清楚；现在缺失的准备，也会在 ddl 的催逼下一件件准备上（类比一下

期末考的准备过程）。我觉得以开放心态积极面对，保持好精神状态才是最核心的！ 

需要知道的是：你意向的几个学院、分别什么项目、大概几轮考核。前期可以多关注

一些保研机构、学生组织的综合性分享内容，在保研季开始之前要有个整体认识。 

需要关注：一手信息：对方学院的信息渠道—公众号、官网；二手信息：比如保研辅

导机构的公众号，如保研声、商科保研计划等。根据信息的发布，随时整理更新自己将面

对的申请、考核的时间线。 

最重要的一点：和同级准备保研的同学们交流分享，互相帮助，伙伴们能互相提供的

信息、精神支持是方方面面的。 

然后说说我个人，我在保研季进行了相当“海”的海投，面试了很多个项目后，最终

被复旦管院 mif 和北大经院国商项目录取。关于个人与项目的匹配是在依次的准备和面试中

才明白的，在结果上也感觉非常讲究“机缘”，因此我还是推荐海投的，毕竟考核与录取过

程的偶然因素实在很多、并不是靠获取历史经验就能预测的，多申请一个项目多一分锻炼

和机会。 

由于对项目没有专攻，其实自己的各种认识也有限，在这里我想重点分享一下可能信

息较少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专业硕士项目的情况。 

北大经院专硕有金融、税务、保险、国际商务这四项。首先从项目选择上，我个人认

为，从就业应聘的角度看，对于一般化的金融市场岗位几个专业差别不会很大。由于我个

人没有瞄准某个特定职业，当初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能进去”，即哪个专业录取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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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这点。树洞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经院 2018 级本科生专业分流的人数统计，因为从结

果看经院录取中本院对应专业的本科生通常占绝对多数；我咨询的经院同学则告诉了我她

的了解和她老师曾经对项目的评价。 

考核方面是笔试与面试各占一半。总体来讲经院最看重对专业问题的分析（理论问题

或现实问题），其次是英语，而且几乎只考察这两点，但笔面试涉及的英语都比较简单。笔

试是各专业统一的，大多为经济学的内容考察，少数比较看感觉，此外有英文简答和英文

小作文。面试是对应专业的老师来做面官，内容为自我介绍、加两三个对应专业的分析性

问题、加上翻译一段英文，考察专业知识和思考逻辑。经院的风格确实是很独特，老师们

都满是学者的温和范儿，面试也像是在做题，问题内容先摊在你眼前，允许有思考时间，

没有出其不意的各种质问和看你临场反应的压力施加，英文考察只是翻译，这点也很说明

其“温和”之风了。 

我介绍的就是这些内容了。希望各位都能遇到“缘分”，去往理想的地方。 

 

（供稿人：赵奕涵、曾琪、曾夏青、刘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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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意义 

 

在开学第 0周（用陈玉宇老师的话说，这就是个“违背逻辑的概念”）《高级财务会计理

论与实务》的课上，罗炜老师就一遍遍追问着大家“为什么要读研？”“为什么要学会计？”

听到这一连串问题时，我挺害怕老师点到我让我分享的——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

担心我的答案说服不了自己。 

还记得去年秋天准备考研的时候，有位网课老师常说，“不要把考研当成一件单纯是为

了感动自己的事情”。事实证明，我感动没感动自己暂且不论，倒是的的确确感动了不少身

边的人。我永远会想起某个深夜，会计系的朋友们在东方斯卡拉的大屏幕上敲出“祝天翼

申请考研两开花”——那一刻我蓦然发现，原来“并肩奋战”的意义，并不仅在于一群人

和你做着一样的事，而是哪怕你选择了一条并不那么主流的路，也总有人默默目送着你。

在初试前一天，高中隔壁班的女孩还跑去小北面包房给我搞了第二天的早餐送来，说“吃

了小北就能留在小北”。小北是真好吃，最后我也成功留在小北了；最重要的是，当时为我

买小北的她，现在也和我在一起了。 

凡此种种，让我至今回想起那段日子，都倍感幸运与幸福。细细想来，能读 MPAcc 对

于我而言本身就算个意外惊喜了。我在考研当晚就急不可耐地上微博对了选择题答案，结

果对一段心凉一截——算了，就当是一场梦，我就没考过研。后来才发现，这些“微博名

师”也只会对着标答讲往年题；真给他们新题，他们也做不对。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转折，

MPAcc+MAud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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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的心态反而没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与其说我最期待的是考试的结果，不如说我更在

乎，或者说，更需要、更依赖，这个备考的过程。因为当手头有些很确切的事情需要我做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踏实，觉得自己是实实在在为未来做着准备的。就像《你好，旧时

光》里林杨说的那样，“如果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就努力把一切做到最好，等待最好的

机会”。 

当然，单纯为了逃避焦虑、迷茫和惶惑情绪的读书，往往会建构出一个舒适区，使我

们作茧自缚，而人总是要破茧而出的。某天我步入光华楼时，映入眼帘的不仅是保安大叔

画的画，还有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老师们送给大家的话，当时恰好是肖潇老师的赠言：“不

要单纯为了追求安全感而做出选择，因为日后的生命中会布满不确定性。”之前有一次向麻

志明老师请教，说我现在 xxx 不行、xxx 基础也不好，是不是天然就落后了；麻老师说，我

逻辑上存在一个误区，“你不应该先看自己会什么，然后再决定做什么；‘六边形’能力的

人是很少的，你应该先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然后再去看怎样才能达成这个目标，缺

什么补什么”。两段话凑在一起，一下子让我对当下的生活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在读书的日

子里，哪怕只能搞懂一点点东西，都会内化为与自己相伴而生的财富，赋予我们坚持自己

选择的勇气和权利。 

还是在高财会的课上，罗老师和我们探讨“哪些信息属于公司管理层内部信息”时打

了个比方，问大家：“MPAcc 项目有哪些信息属于仅有在校生知道的内部信息？”结果大家

异口同声地回答：“作业这么多！”然后师生相视而笑。的确，读书的日子不是轻松的，而

且会越来越不轻松；但大家在面对干不完的活儿时，总会自然而然地进化出一种“自嘲”

的态度来，在朋友圈里吐槽几句，压力也就释放了。其实无论在校园里还是社会上，成年

人的世界似乎总是不容易的。最难克服的往往不是那些具体的 tough tasks，而是那些更为荒

谬的生活的本质：生活中真的有太多太多荒谬的事情，比如孜孜渴求而求之不得，比如寄

予厚望却最终失望，比如面对突然降临的无聊感到无所适从……这时候读书就会成为一种

理所当然的生存方式，成为一种战胜生活之荒谬的力量。有了手头那些推不对的经济模型，

跑不通的代码，看不完的案例，读不懂的 paper，我们灵魂中那些抽象的负担就被剥离出来，

具象化为白纸黑字间的困难。让我们在读书岁月里用一番番轻快的自嘲，去解构了那些本

来难以逾越的精神困境。 

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曰：“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我一直

认为，这两句话是可以相互阐释的：孔子的真实用意是从相反的角度启发我们“人有远虑，

必无近忧”，不是说真的毫无近忧了，而是心中有关生命、有关世界、有关幸福、有关爱与

被爱的种种思虑，可以抵消和化解那些生活中琐碎的、突如其来的焦虑与迷惘。这些深思

远虑最终形成的思想和情怀，引导着我们对生活产生质朴的、深沉的热爱，让我们看到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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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里一棵树上深浅斑驳的不同颜色。 

开学两个月有余，颇为充实，偶尔反思，是为记。 

（撰稿人：王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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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纪事|第一次轰趴 

 

为帮助班级同学们熟悉彼此、增进友谊，我班于 2021 年 10 月 17 日迎来了入学以来的

第一次班级轰趴。意义重大，记入班级“史册”。 

 

【KTV】 

麦霸自然必不可少，对唱传唱简直嗨爆，歌声响起全场，压力烦恼全散光。此为 K 歌

区常驻选手 1 号和 2 号，不论老歌金曲潮流热歌，亦不论粤语英语普通话，真实演绎“话筒

即快乐世界”。 

 

【麻将桌】 

麻将桌这里的人气也居高不下，有麻将大神在线教学，三五圈和爆全场，吃碰对唯我

独尊；有异省牌友交流家乡玩法、切磋牌艺，时而探讨起“风水玄学”，时而穿插“看人说

名”小游戏。 

 

【狼人杀】 

这里有狼人杀大师，侃侃而谈引导方向。逻辑与谎言的较量，口才与智慧的对决，众

说纷纭，谁才是幕后真凶？开局自刀，狼人在预谋多大的谎言？ 

这里有狼人杀新手，百口莫辩不得其解。信任与猜测的纠结，证据与灵感的矛盾，将

信将疑，或敌或友，什么才是狼人作案的真相？手中的票又该投向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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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球室】 

某些桌球大佬凭借自己的技术赢下了全场的尖叫，一杆在我手，欢呼不愁有，超精彩

瞬间，错过即遗憾。桌球小白们也凭借极强的领悟力学到了新技能，开启了新手 PK 赛。 

 

【大合照】 

回忆已装入行囊，但我们的故事未完待续...与你们的下一次出行，也同样值得期待！ 

 

 

 

【轰趴感想】 

最近北京的天气好冷，本来坚持出了门只是觉得第一次班建不去不太好，没想到这一

下午幸福快乐的时光就仿佛温暖了整个一星期！第一个感觉是聚会和游戏真的拉进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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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和很多几乎从来没有说过话的同学一起打桌球玩骰子很快就熟了；第二是大家真

的都很厉害哇～唱歌有超专业选手，台球、狼人杀、麻将等等都高手云集。很期待以后有

更多机会相互交流，一起度过珍贵的两年时光！ 

——孙小倩     

开学之初，我竞选了班长一职，因为想让大家尽快熟悉起来，所以和班委们从很早就

开始准备班级的团建活动，从团建形式到时间地点都经过了多次讨论，最终才确定下来。

轰趴当天，除了让自己多多体验之外，我还更多地观察了同学们的反应，看到大家玩的开

心时我的快乐似乎也多了一分。这次的团建活动是开学之后班级的第一次团体活动，虽然

中间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看到团建活动成功开展时，我的心里也满是幸福。 

——杨爽     

这次举办的班聚活动十分有意义，它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在课下认识同学们的机会，也

给了大家交流生活、展示才艺的平台。开学一个月以来，大家逐渐熟悉新同学、新环境，

融入光华 MPAcc&MAud 的大家庭。我们一起经历了第一次班会、开学典礼和业界导师见面

会等等富有意义的活动，相信我们会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优秀集体。 

——喻欣然     

步入研究生的生活已经两个多月了，一步步地验证着开学前的憧憬是否真实。这段时

间有充实有疲惫有欣喜有失望，也逐渐意识到前路的艰辛与困难。感悟的话或许是自己应

该更加务实一些，不应该制定一些看起来很美好，但对于目前自己看起来没法完成的计划。

希望自己以后更加努力学习，毕竟有句老话——越努力越幸运。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下，我们既然来到了北大光华，我们也就应用我们自己的青春，践行初心，书写下北大光

华新的篇章。 

——薛智尹     

到处都是专业团队，自己在台球桌上和骰子盅旁被教做人了，respect，各位总显然是

藏龙卧虎深感获益匪浅且没被虐够，所以如果条件允许，期待以后有机会再来一次哈哈哈

哈。课程节奏正在加速，希望自己能带着吃喝玩乐的动力勇敢梭哈……啊不是，勇敢迎接

新的课程挑战！（同时期待下次出现德扑局，本人举手申请带筹码，给各位大佬服务） 

——余曦晖     

 

（撰稿人：朱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