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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专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财务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课程代码 0080265 课程学分 2 

课程学时  3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8 

开课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工商企业管理大一大

二年级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选修课 考核方式 考查 

选用教材 
初级财务管理学（第 2 版）  孙茂竹、王建英、

方心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基础会计 

课程简介 

财务管理学这门课程深入的讲解了财务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及其

应用。围绕财务管理目标，以货币的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为主要的两大

价值观念，从筹资、投资、营运、利润及其分配四个方面介绍财务管理

知识。学好这门课程，一方面可以扩大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大大提高他

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管理资金乃至管理一个企

业/公司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奠定专业学习的学科基础，达到各专业

培养目标的要求。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财务管理涉及会计、经济学、统计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建议学生在

选课前已修读相关基础课程，如基础会计、微观经济学、统计学等，以

便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财务管理的知识。 

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理解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

原理，掌握财务报表分析与评价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财务信息的

方法，能够利用企业披露的财务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对企业的偿债能

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以及发展能力等做出合理的分析，有效地评价

企业的经营活动，减少投资、信贷等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大纲编写人  制/修订时间 2024.7.2 

专业负责人 
 

审定时间 2024.7.2 

学院负责人  批准时间 20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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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LO2专业能力：具有人文科学素养，具备从事某项工作或专业的理论

知识、实践能力。 

2 
L022：树立财务管理理念，掌握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

务控制及财务分析的各种方法及专业技能；能合理筹集资金，正确投

资决策，有效营运资产，规范收益分配等财务主要业务。 

技能目标 

 
3 
 

L042：能比较敏锐地判断社会经济环境、政策法规变化对企业财务活

动产生的影响；具有较强的财务风险意识和资金时间价值观念，具有

一定的财务决策分析能力。 

4 
L043: 能理清并协调企业财务活动所产生的财务关系。具有较强的财

务风险意识和资金时间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财务决策分析能力。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5 

L063:具备运用财务管理方法和技能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筹集管理、投

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及收益分配管理等财务管理实践问题的核心职

业能力。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各教学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与教学内容 

1.总论（2课时） 

学习目的和要求： 

掌握财务管理的概念、财务管理的对象、财务关系、财务管理的目标以及财务管理的

环境；熟练掌握财务管理的两大价值观念，并且熟练运用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的计算

方法；熟悉企业投资者的财务管理职责和经营者的财务管理职责；了解企业财务管理体制。 

重点和难点 

重点：财务管理的概念、财务管理的对象、财务关系、财务管理的目标、财务管理的

环境，以及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的计算方法。 

难点：财务管理的目标、财务管理的金融环境，以及资金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的计算

方法。 
 

2.筹资管理（4课时） 

学习目的和要求： 

熟练掌握筹资的渠道与方式，筹资的种类，资金需要量预测的方法，权益资金的筹集

方式和特点，负债资金的筹集方式和特点，个别资本成本和综合资本成本的计算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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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杠杆、经营杠杆的计算，最佳资本结构的确定方法。 

重点和难点： 

重点：筹资的渠道与方式，筹资的种类，资金需要量预测的方法，个别资本成本和综

合资本成本的计算，最佳资本结构的确定方法。 

难点：放弃现金折扣成本的计算与判断，杠杆与风险的关系，最佳资本结构的确定方

法。 
 

3.营运资金管理（4课时） 

学习目的和要求： 

熟悉营运资金管理的基本内容；理解和掌握公司持有现金的目的、最佳现金持有量的

确定方法和现金日常收支管理；掌握应收账款信用成本的确定、公司信用政策的确定和应

收账款的日常管理；掌握存货成本的内容以及经济进货批量的基本模式和扩展模式；了解 

ABC 管理法。 

重点和难点 

重点：营运资金的特点及营运资金管理的内容；现金管理的目标、现金持有的动机与

成本，以及最佳现金持有量的计算；应收账款的功能与成本、信用政策的决策；存货的功

能与成本，以及存货经济批量的计算。 

难点：最佳现金持有量的计算、信用政策的决策和存货经济批量的计算。 
 

4.项目投资管理（4课时） 

学习目的和要求： 

明确项目投资的概念，了解项目投资的种类、特点和基本程序；重点掌握现金流量的

含义、现金流量的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熟练运用常用的项目投资决策方法，包括静态投

资回收期法、投资收益率法、净现值法、内部收益率法及净现值率法等，熟悉项目投资决

策方法在固定资产更新决策中的应用。 

重点和难点： 

重点：现金流量的含义、现金流量的计算方法；项目投资决策方法（净现值法、内部

收益率法、净现值率法）。 

难点：现金流量的计算方法；内部收益率法。 
 

5.证券投资管理（4课时） 

学习目的和要求： 

熟悉证券投资的概念、特点与分类；理解和掌握证券投资风险与收益的计量方法；掌

握债券估价与股票估价的方法；掌握债券和股票投资决策的基本方法；掌握证券投资组合

的风险和收益及证券投资组合决策方法。 

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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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债券投资收益率与股票投资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债券估价与股票估价、证券投

资组合的收益率与风险、β系数。 

难点：债券估价与股票估价、证券投资组合的收益率与风险。 
 

6.收入和利润管理（4 课时） 

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收入的概念与作用、收入管理的要求；熟练掌握商品售价的定价方法、利润管理

的要求、利润预测的方法、利润分配的顺序、股利支付的程序、影响股利分配的因素、股

利支付的形式。 

重点和难点： 

重点：商品售价的定价方法、利润预测的方法、利润分配的顺序、股利支付的程序。 

难点：利润预测的方法、股利政策的决策。 
 

7.财务预算（4课时） 

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财务预算的作用、财务预算编制的步骤；掌握财务预算的概念与内容、弹性预算

和零基预算的编制方法；熟练掌握现金预算的编制方法和预计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重点和难点： 

重点：财务预算的概念与内容、弹性预算和零基预算的编制方法。 

难点：现金预算的编制方法和预计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8.财务控制（4课时） 

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财务控制的作用，财务控制的种类；掌握财务控制的概念，责任中心的概念与特

征，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及投资中心的概念、特征、类型与评价指标；熟练掌握责任预算

及责任报告的编制。 

重点和难点： 

重点：财务控制的概念，责任中心的概念与特征，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及投资中心的

概念、特征、类型与评价指标，责任预算及责任报告的编制。 

难点：责任预算及责任报告的编制。 
 

9.财务分析（2课时） 

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财务分析的概念、财务分析的主体、财务报告的构成、各主要财务报表的内容及

相互关系，熟练掌握财务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

等财务指标和财务状况综合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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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和难点： 

重点：企业财务报告的构成、财务报表的内容、财务分析的方法、综合财务方法的应

用。 

难点：财务指标的分析，财务状况的综合分析。 
 

（二）教学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单元 

LO2 L022 LO42 LO43 LO63 

1 ✔ ✔ ✔ ✔ ✔ 

2 ✔ ✔ ✔ ✔ ✔ 

3 ✔ ✔ ✔  ✔ 

4 ✔ ✔ ✔  ✔ 

5 ✔ ✔    

6 ✔ ✔ ✔  ✔ 

7 ✔ ✔ ✔  ✔ 

8 ✔ ✔ ✔ ✔ ✔ 

9 ✔ ✔ ✔ ✔ ✔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与学方式 考核方式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小计 

1 理论讲授 资料搜集 理论知识考核+
课后讨论   2 0 2 

2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 理论知识考核+
课后讨论  3 1 4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 理论知识考核+
课后讨论 3 1 4 

4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 理论知识考核+
课后讨论 3 1 4 

5 理论讲授+习题讲解 随堂练习 理论知识考核+
课后讨论  3 1 4 

6 理论讲授+习题讲解 随堂练习 理论知识考核+
课后讨论   3 1 4 

7 理论讲授+习题讲解 随堂练习 理论知识考核+
实践操作  3 1 4 

8 理论讲授+习题讲解 随堂练习 理论知识考核+
实践操作  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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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理论讲授+习题讲解 随堂练习 理论知识考核+
实践操作   1 1 2 

合计 24 8 32 

（四）课内实验项目与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标要求与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 
类型 

1 模拟证券市场股票
价值分析 

选取某一上市公司，结合其财务绩效，公司

业绩及未来股利政策等，进行股票价值模拟

分析。 

4 ④ 

2 模拟上市公司最优
资本结构选择 

收集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分析其债务

资本成本及权益资本成本，并模拟分析其最

优资本结构。编写分析报告。 

4 ④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一、以理念为先导，开启理财第一课 
1．在财务管理的第一课安排理财教育，导入理财理念：“金钱是仆人，理财是常识”，

并进行深度解读，从而让学生明白如若摧眉折腰侍金钱，终将不得开心颜。同时，在理财教

育中结合时代热点、鲜活事例解读相关问题，让专业课程紧扣时代脉搏。课题组老师可以选

择不同的话题和关注点展开讨论，但一定要传播正能量，有助于启迪学生的心智。 
2．学好三种语言：中文——“魂” 

                会计——“魄” 
                英语——“视野” 

三者不可偏废，纠正把英语放在“第一位”的思想。 
 3．认清“三天”：昨天——作废的支票 
                明天——预付的期票 
                今天——现金 “现金为王”。 

把握今天，接受不能改变的现在，改变可以改变的未来，做一个“不忧、不惧、不惑”

之人。 
二、自然融入，有机结合 

思想政治工作要自然融入专业课的教学内容，不能强植入。比如在讲授财务管理的三大

价值观念中融入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其基础是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写道：“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尤其把它放在钱袋子中”。

如果树立了正确的金钱观，“三观”就容易摆正。 
三、以问题为导向，强化规则意识，底线思维 

财务与金融领域是智慧与创新的集中地，也是贪婪与投机的“发源地”。所以规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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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底线思维教育一刻不能放松。 
例如，通过分析讨论：“为什么债务在当前是无痛的，因而具有迷幻色彩”这一问题，

让学生明白不能触碰“校园贷”、“套路贷”，还要防止普惠金融变为庞氏骗局。 
四、知行合一，转识成智 

从事会计工作的人都知道：“不能做假账”；但在职业生涯中真能做到 “不做假账”

吗？这始终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知易行难，知行合一更难，转识成

智难上加难。所以，思想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钟文庆在他的《财务是个“真实”的谎言》一书中提炼出财务智慧的四个层次：第一，

透彻思考；第二，审慎判断；第三，预计未来；第四，平衡，不要过于贪婪。这四个方面

既是从事财务工作者必备的素养，也是人生哲学，这些财务智慧会让人的一生受益无穷。

所以理财实际上是对人生的打理与磨砺。 
其实，我们的人生之所以迷茫、纠结甚至痛苦究其根本是为“钱”所困。网上有个段子

反映出的现实很扎心：“网上所有的愤怒，基本上都源于没钱；网上所有的励志，基本目

标都是挣钱；网上所晒的幸福，基本状态都是有钱”。对金钱的过分追逐让很多人迷失了

方向，也迷失了很多人。人这一辈子如果能够把金钱看淡了，一切都平衡了。对金钱的过

分贪婪，毁掉了许多人的前途和才智。 
五、让阅读创造价值 

财务管理的本质是价值创造，学习财务管理旨在为企业创造物质财富，更应该为自己、

为社会创造精神价值。这也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专业课教育的目的所在。 
要想让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的血脉，单靠课堂上那点时间显然是不够的。“世界的

意义在于世界之外”，只有广泛阅读，阅读合适的书，才可能放大格局，拓展视野。所以，

推荐阅读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我们会为学生推荐六部书：《五百年来谁著史》（韩毓海）、

《五百年来王阳明》（郦波）、《何谓“文化”》（余秋雨）、《相约星期二》（米奇﹒阿

尔博姆）、《自卑与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德尔）、《与神对话》（尼尔﹒唐纳德﹒沃尔

什）。这些书分别从历史的角度、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及哲学的角度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

世界、认识自我、人性、生死以及这个世界与我们的联系。虽然每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经历，

但是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经历中获取意义、或者让我们的经历变得更有价值，从而改变我们的

认识，让未来变得更好。 
 

五、课程考核 

总评

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合计 

LO2 L022 L042 L043 

X1 50% 期末考试 50 50 0 0 100 
X2 30% 平时作业 50 50 0 0 100 
X3 20% 课堂表现 0 0 5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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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目标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各教学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与教学内容
	（二）教学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学时分配
	（四）课内实验项目与基本要求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五、 课程考核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