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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课程中文名 农村金融学

课程英文名 Rural Finance 双语授课 □是否

课程代码 05122277 课程学分 2 总学时数 32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综合实践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其他

课程形态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混合式

□社会实践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考核方式
□闭卷 □开卷 □课程论文 □课程作品 汇报展示 报告

课堂表现 □阶段性测试 平时作业 □其他 （可多选）

开课学院 财经学院
开课

系(教研室)
金融工程

面向专业 金融工程 开课学期 第6学期

课程负责人 吴新华 审核人 余函

先修课程 宏观经济学、金融学、投资学

后续课程 无

选用教材 王曙光.农村金融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参考书目
1. 董晓林，张龙耀.农村金融学（第二版）[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4.

2. 唐青生.农村金融学（修订版） [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2.

课程资源 无

课程简介

《农村金融学》是金融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作为一门专门探讨农村金融问

题的课程。该门课程内容包括：导论、农村三大金融机构、农村民间金融、农村微

型金融与普惠金融、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新兴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风险与监管

等内容。该门课程系统介绍农村金融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详细阐述我国农村金融

体系演变与发展现状，借鉴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和成功范例，深入分析深化我

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课程强调基础性与前沿性、理论性与实践

性的结合，注重体现农村金融领域的前沿学术研究成果以及最新农村金融实践，这

对培养具有农村金融理论知识与业务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6%AD%CF%FE%C1%D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5%C5%C1%FA%D2%A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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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表 1 课程目标

序号 具体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 知识目标：掌握金融发展理论与农村金融理论的基本演进框架与基本思想，以及农

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业务、农村金融风险的相关理论知识；熟悉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历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了解主要代表性国家农村金融

体系及运作经验；关注农村金融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熟悉农村金融研究现状及研

究成果，扩大视野，拓宽专业知识。

课程目标 2 能力目标：学生能综合运用农村金融学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农村金融实际问题的能

力，以及一定的独立科研能力与创新能力。

课程目标 3 素养目标：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民族自豪感和制度自信，具有法律意识和

法治观念；具有创新意识、事业心、责任感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具有诚实守信和勇

于奉献的精神，坚持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的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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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1：思想道德【M】

1.2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及制

度自信、道路自信。

课程目标3

1.3保持敬业奉献、勤勉做事、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

职业操守，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课程目标3

毕业要求3：专业知识【H】

3.2具备扎实的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专业理论基

础，熟悉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经营管理、国际金融管

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对金融工程领域的知识有一个

较为系统的了解。

课程目标1

3.4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课程目标1

毕业要求4：专业能力【M】

4.2能运用所学的金融知识对本专业领域的问题进行定

量和定性分析。
课程目标2

4.3能运用所学的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知识对经

济环境进行分析、预测，并能将其应用于今后的业务

决策中。

课程目标2

4.4能对金融市场大事件进行分析和研判，具有解决金

融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2

毕业要求8：终身学习【L】

8.1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主动了解国内外金

融发展动态， 能够适应时代和金融发展需求，进行

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

课程目标3

8.3掌握反思方法，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对自身岗位

实践、职业发展中的现实需要和问题进行探索实践。
课程目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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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习内容与方法

（一）理论学习内容及要求

表3-1 课程目标、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应关系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习内容 学习任务 课程目标 学习重点难点 教学方法

学

时

1 导论

1. 农村金融学研究意义

1.拓展资料：三农发展

突出问题

2.主题讨论：三农问题

困境

课程目标1

重点：

农村金融学研究对

象与研究方法

难点：

农村金融学研究的

逻辑起点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了解

“三农”问题，促进学生能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2.案例法：能够借助三农融资

难案例，引导学生树立风险防

范意识和责任担当意识。

4

2. 研究的逻辑起点 课程目标2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课程目标2、3

4.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农村金

融发展理论；农村金融抑制的

经济学分析

课程目标1

2
农村三大

金融机构

1.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一般理论

分析

1.拓展资料：我国农村

金融的组织体系

2.案例分析：政策性银

行改革案例

3.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课程目标1
重点：

1.农业政策性金融

的经济学分析、我

国农业政策性金融

的运作机制

2. 合作金融制度

的国际比较，我国

农村信用合作制度

3. 我国农村商业

性金融机构发展对

策

难点：

1. 我国农业政策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掌握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的学习，从

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与制度

变迁的视角分析农村金融抑制

的内在逻辑。，促进学生树立

求真务实和全面系统的工作能

力。

2.案例法：能够借助政策性银

行改革案例引导学生应具有风

险和责任担当意识。

8

2. 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运

行模式
课程目标1

3.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制

度变迁、运作机制、内在缺陷

及改革思路

课程目标2

4. 合作理论与合作制度的历

史演变
课程目标 1

5. 我国农村信用合作制度的

历史演变与未来发展
课程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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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金融改革与发展

路径

2. 农信社改革的

争议与未来 发展

3.商业性金融机构

“支农”与“盈

利”关系的处理

6.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

发展
课程目标 2

7.我国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发

展历程、现状与对策、处理
课程目标 2

8. 商业性金融机构“支农”

与“盈利”关系的处理
课程目标 2

3
农村民间

金融

1.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

历程、现状、主要形式、成因

与绩效

1.拓展资料：民间金融

发展的现状

2.课程思政案例分析：

吴英案启示

3.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课程目标 1

重点：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

发展现状、内生机

制与经济绩效

难点：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

发展路径与政策

措施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掌握

农村民间金融知识，促进学生

掌握民间金融风险，树立正确

的法律意识。

2.案例法：能够借助课程思政

案例引导学生认识到民间金融

规范的重要性，促进学生遵守

法律，并具有诚信意识。

4
2.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改革的

争议与未来发展
课程目标 2、3

4

农村微型

金融与普

惠金融

1. 农村微型金融的含义、作

用、运行模式与核心制度设计

1.拓展资料：中国农村

微型金融的发展、创新

与走向

2.主题讨论：我国普惠

金融发展对策

3.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课程目标 1

重点：

我国农村微型金融

发展的创新模式、

我国普惠金融体系

构建

难点：

大型商业银行提供

微型金融服务的机

制，农村微型金融

的可持续 发展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快速

全面掌握农村微信金融及普惠

金融发展模式等重难点知识，

在对国内外微型金融发展模式

进行系统性比较分析的基础

上，借鉴经验，探寻我国微型

金融发展对策，从而提升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讨论法：能够引导学生参与

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策探讨

中，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及合

作探究能力，促进学生全面思

考普惠金融发展的模式。

6

2. 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模

式
课程目标 1

3．国外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经验与我国实践
课程目标 1

4.我国普惠金融体系构建与发

展对策

课程目标 2、3

https://www.baidu.com/link?url=Im-SZQkYGGous96dz-lvz1Pojp2R-pw6XZwgUo6MasHaMPWAjfFafg6ZH1RPLpao468X96HrVe_DPELjaCz7Xa&wd=&eqid=f0a9624000df66060000000665f72e33
https://www.baidu.com/link?url=Im-SZQkYGGous96dz-lvz1Pojp2R-pw6XZwgUo6MasHaMPWAjfFafg6ZH1RPLpao468X96HrVe_DPELjaCz7Xa&wd=&eqid=f0a9624000df66060000000665f72e33
https://www.baidu.com/link?url=Im-SZQkYGGous96dz-lvz1Pojp2R-pw6XZwgUo6MasHaMPWAjfFafg6ZH1RPLpao468X96HrVe_DPELjaCz7Xa&wd=&eqid=f0a9624000df66060000000665f72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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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村中小

企业融资

1. 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结构、

融资困境及其经济根源
1.拓展资料：农村中小

企业发展现状

2.小组作业：调查某地

区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现

状

3.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课程目标 1
重点：

发达国家中小企业

融资扶持体系建设

的成功经验，我国

中小企业融资扶持

体系的完善

难点：

我国农村中小企业

融资困境及化解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快速

掌握融资结构、融资困境及其

经济根源等重难点知识，促进

学生树立自我学习、团队合作

的职业服务理念。

2.合作探究法：能够引导小组

成员合作，了解农村中小企业

发展现状，促进学生合作探究

能力的提升。

4

2. 中小企业融资扶持体系的

国际比较
课程目标 1

3. 我国农村中小企业融资困

境的化解
课程目标 2、3

6
新兴农村

金融市场

1.农产品期货市场、农业保

险市场、互联网金融、农地

金融 1.拓展资料：农村新兴

市场发展的现状

2.主题讨论：农业保险

发展的困境

3.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课程目标 1

重点：

我国农产品期货、

农业保险、互联网

金融与农地金融的

发展对策

难点：

金融机构参与农业

保险的模式、互联

网金融与农村金融

的对接机制、农地

金融制度创新

1.讲授法：能够引导农产品期

货市场、农业保险市场、互联

网金融、农地金融等知识，从

而促进学生有发展的观念，促

进学生紧密结合我国新兴农村

金融市场的实践探索分析其未

来发展方向。

2.讨论法：能够通过讨论，促

进学生树立风险意识，增强学

生回报社会的责任意识。

4

2.我国农产品期货、农业保

险、互联网金融与农地金融的

发展对策

课程目标 2

3.金融机构参与农业保险的模

式、互联网金融与农村金融的

对接机制、农地金融制度创新

课程目标 2、3

7

农村金融

风险与监

管

1.农村金融风险概述

1.主题讨论：农村金融

监管困境

2.个人作业：课后教材

作业及课后教师布置的

作业

课程目标 1
重点：

农村金融风险管

理与监管

难点：

养老理财工具与风

险控制

1.讲授法：能够引导学生分析

农村金融风险及风险管理的必

要性，帮助学生建立风险管理

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

2.讨论法：能够通过农村监管

困境的讨论，引导学生树立法

治意识

2

2. 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与风险

监管
课程目标 1

3.我国农村金融风险防范与

化解
课程目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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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一）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

表4-1 课程目标、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所属

学习模块/项目

考核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1

1. 农村金融学研究意义 导论

40%

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

情况

汇报展示

课程报告

2.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农村金融发展

理论；农村金融抑制的经济学分析
导论

3. 国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模式 农村三大金融机构

4. 合作理论与合作制度的历史演变 农村三大金融机构

5.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历程、现

状、主要形式、成因与绩效
农村民间金融

6. 农村微型金融的含义、作用、运行

模式与核心制度设计

农村微型金融与普惠

金融

7. 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模式 农村微型金融与普惠

金融

8. 国外普惠金融发展模式、经验与我

国实践

农村微型金融与普惠

金融

9. 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结构、融资困境

及其经济根源
农村中小企业融资

10. 中小企业融资扶持体系的国际比较 农村中小企业融资

11. 农产品期货市场、农业保险市

场、互联网金融、农地金融
新兴农村金融市场

12. 农村金融风险概述 农村金融风险与监管

13. 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与风险监管 农村金融风险与监管

课程目标2

1. 研究的逻辑起点 导论

50%

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

情况

汇报展示

课程报告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导论

3.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一般理论分析 农村三大金融机构

4.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制度变迁、

运作机制、内在缺陷及改革思路
农村三大金融机构

5. 我国农村信用合作制度的历史演变

与未来发展
农村三大金融机构

6.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 农村三大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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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国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发展历

程、现状与对策；处理
农村三大金融机构

8. 商业性金融机构“支农”与“盈

利”关系的处理
农村三大金融机构

9.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改革的争议与未

来发展
农村民间金融

10. 我国农村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化解 农村中小企业融资

11. 我国农产品期货、农业保险、互联

网金融与农地金融的发展对策
新兴农村金融市场

12.金融机构参与农业保险的模式、互

联网金融与农村金融的对接机制、农地

金融制度创新

新兴农村金融市场

13. 我国农村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 农村金融风险与监管

课程

目标3

1. 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民族

自豪感和制度自信
模块1~8

10%

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

情况

汇报展示

2.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及理

财价值观念，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模块1~8

3. 具有诚实守信和勇于奉献的精神，

坚持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的专业素质。
模块1~8

表4-2 课程目标与考核方式矩阵关系

课程

目标

考核方式

考核占比

期末

成绩
60%

平时成绩40%

期末

考试
60%

课堂

表现
16%

作业

完成

情况
12%

汇报

展示
12%

课程

目标1 50% 10% 20% 50% 40%=60%*50%+16%*10%+12%*20%+12%*50%

课程

目标2 50% 50% 62% 38% 50%=60%*50%+16%*50%+12%*62%+12%*38%

课程

目标3 0% 30% 15% 20% 10%=60%*0%+16%*40%+12%*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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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绩评定

1.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40%）：通过学生课堂出勤及在课堂上阐明知识的情况及相关能

力水平进行评价，主要包括听课状态、课堂发言、讨论、提问、回答问题、练习，以

及在言行中表现出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社会责任、世界观与人生价值观等。

（2）作业完成情况（30%）：小组作业、章节作业的完成情况，主要考核学生综

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及知识掌握情况、自主学习能力、学习态度与终身学习意识。

（3）汇报展示（30%）：结合课程内容学习的需求，布置学习任务，进行课堂汇

报展示，以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思维，增强学

生综合应用能力。

2.期末成绩评定

期末考核形式为课程报告。要求学生通过撰写报告的形式来总结和分析课程的相

关内容。课程报告主要包括言、背景分析、主要发现、结论和建议等部分，主要考核

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具体包括：选择的题目应简明、具体、确切地反映报告的

主要内容或研究主题；正文应该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

究结果、总结等核心部分。

课程报告内容涵盖：导论、农村三大金融机构、农村民间金融、农村微型金融与

普惠金融、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新兴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风险与监管共 7 个模块

相关内容。

3.总成绩评定

课程期末总成绩由平时考核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构成。期末总成绩 （100%）=

平时成绩×（40%）+ 期末成绩 ×（60%）

（三）评分标准

表5-1 评分标准（非试卷考核项目）

考核

项目

评分标准

优秀

(100>x≥90)
良好

(90> x≥80)
中等

(80> x≥70)
及格

(70> x≥60)
不及格
(x <60)

课堂

表现

（1）课堂主动

回答问题、回答

正确，且能进行

（1）课堂主动回

答问题，回答正

确，但解释欠清

（1）课堂回答问

题大部分正确，

且不能解释

（1）课堂

测验、回答

问题错误率

（1）课堂测验、

回答问题错误率超

过50%，且不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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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50%）

（2）提问、讨

论发言观点正

确，问题有深

度、有创新

（50%）

楚（50%）

（2）提问、讨论

发言观点正确，

但问题无深度或

无创新（50%）

（50%）

（2）提问、讨论

发言观点基本正

确，但问题无深

度、无创新

（50%）

在30~50%之

间，且不能

解释

（50%）

（2）提

问、讨论发

言观点有部

分错误

（50%）

（50%） （2）提

问、讨论发言观点

错误，思路不清

晰，逻辑不严密

（50%）

课后

作业

（1）按时全部完

成很好（40%）

（2）书写工整

（20%）

（3）答案正确

（40%）

（1）按时完成较

好（40%）

（2）书写工整

（20%）

（3）答案大部分

正确（40%）

（1）按时全部完

成一般（40%）

（2）书写一般

（20%）

（3）答案基本正

确（40%）

（1）按时完

成大部分作

业差（40%）

（2）书写一

般（20%）

（3）答案基

本正确

（40%）

（1）不能按时完成

（40%）

（2）书写潦草

（20%）

（3）错误较多

（40%）

素质

考核

（1）学习态度端

正，具有很强的上

进心和责任心，能

按时完成学习任

务；学习兴趣浓

厚，自主学习的能

力强和终身学习的

意识强（20%）。

（2）热爱科学，

具有很强的创新意

识和刻苦钻研的科

学精神（20%）

（3）具有很强的

职业道德情操与金

融伦理素养；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和

合作共赢理念很强

（1）学习态度较

好，具有较好的上

进心和责任心，能

按时完成学习任

务；自主学习的能

力强和终身学习意

识较强（20%）

（2）热爱科学，

具有较强的创新意

识和刻苦钻研的科

学精神（20%）

（3）具有较强的

职业道德情操与金

融伦理素养，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和

合作共赢理念较强

（30%）

（1）学习态度一

般，上进心和责任

心一般，能按时完

成学习任务；自主

学习能力和终身学

习的意识一般

（20%）

（2）热爱科学，

创新意识和刻苦钻

研的科学精神一般

（20%）

（3）职业道德情

操与金融伦理素养

一般，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和合作共

赢理念一般

（30%）

（1）学习态

度一般，上

进心和责任

心较差，完

成学习任务

较差；自主

学习能力和

终身学习意

识较（20%）

（2）创新意

识和刻苦钻

研的科学精

神较差

（20%）

（3）职业道

德情操与金

融伦理素养

（1）学习态度不端

正，没有进心和责

任心，没有学习任

务较差；没有自主

学习能力和终身学

习意（20%）

（2）没有创新意识

和刻苦钻研的科学

精神（20%）

（3）没有职业道德

情操与金融伦理素

养，及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和合作共

赢理念（30%）

（4）没有社会责任

感和家国情怀意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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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世界观、价

值观正确，有高度

的国家认同与制度

自信，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30%）

（4）世界观、价

值观正确，具有国

家认同与制度自

信，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和家国情怀

（30%）

（4）世界观、价

值观正确，具有国

家认同与制度自信

及社会责任感和家

国情怀（30%）

较差，人类

命运共同体

意识和合作

共赢理念较

差（30%）

（4）世界

观、价值观

正确，社会

责任感和家

国情怀意识

较弱（30%）

表5-2 评分标准（非试卷考核项目）

考核项目

评分标准

优秀

(100>x≥90)
良好

(90> x≥80)
中等

(80> x≥70)
及格

(70> x≥60)
不及格
(x <60)

课程报告

（1）报告结构

清晰

权重：15%

具体为：报告具

有清晰的结构，

包括引言、背景

分析、主要发

现、结论和建议

等部分。每个部

分之间有明确的

过渡和衔接。

（2）数据准确

性高

权重：20%

具体为：报告中

的数据来源可

靠、准确无误。

数据与报告的主

题和分析紧密相

（1）报告结构

比较清晰

权重：15%

具体为：报告结

构比较清晰，包

括引言、背景分

析、主要发现、

结论和建议等部

分。每个部分之

间衔接较顺畅。

（2）数据准确

性高

权重：20%

具体为：报告中

的数据来源比较

准确，数据与报

告的主题和分析

比较紧密。

（3）分析深入

（1）报告结构一

般

权重：15%

具体为：报告结构

一般，包括引言、

背景分析、主要发

现、结论和建议等

部分。但每部分过

渡和衔 接并不明

确。

（2）数据准确高

权重：20%

具体为：报告中的

数据准确度一般，

报告的主题和分析

紧密度一般。

（3）分析深入度

一般

权重：20%

（1）报告结

构较差

权重：15%

具体为：报告

结 构 不 太 合

理，部分内容

未阐述到位。

过渡和衔接不

够明确。

（2）数据准

确性不高

权重：20%

具体为：报告

中的数据不够

准确，数据与

报告的主题和

分 析 不 够 紧

密。

（3）分析不

（1）报告

结 构 不 清

晰

权重：15%

具 体 为 ：

逻 辑 的 结

构 不 完

整 。 每 个

部 分 之 间

过 渡 和 衔

接 不 明

确。

（2）数据

不准确

权重：20%

具 体 为 ：

报 告 的 数

据 不 准 确

无 误 ，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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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3）分析深入

透彻

权重：20%

具体为：报告对

农村金融的现

状、问题和发展

趋势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和讨论。

分析具有深度和

广度。

（4）观点鲜明

合理

权重：15%

具体为：报告明

确表达研究者的

观点和立场，观

点具有合理性和

前瞻性。

（5）逻辑性强

权重：10%

具体为：报告中

的论述逻辑清

晰，论证严密，

没有自相矛盾或

逻辑混乱的情

况。

（6）语言简洁

明了

权重：10%

具体为：报告使

用简洁、明了的

语言，语言通

顺。

透彻

权重：20%

具体为：报告应

该对农村金融的

现状、问题和发

展趋势进行了比

较深入分析和讨

论。比较清楚的

揭示问题的本质

和根源。

（4）观点比较

清楚

权重：15%

具体为：报告者

的观点和立场比

较明确，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和前

瞻性。

（5）逻辑性较

强

权重：10%

具体为：报告中

的论述逻辑比较

清晰，论证比较

严密

（6）语言比较

简洁明了

权重：10%

具体为：报告语

言比较简洁明了

的。术语和概念

比较清晰。

（7）格式比较

规范

具体为：报告应该

对农村 金融的现

状、问题和发展趋

势进行 分析和讨

论。但分析的深度

和广度不够。

（4）观点明确度

一般

权重：15%

具体为：报告具有

合理性和前瞻性一

般。

（5）逻辑性强

权重：10%

具体为：报告中的

论述逻辑清晰度一

般，论证严密度一

般，逻辑清晰度一

般。

（6）语言简洁明

了

权重：10%

具体为：报告语言

比较简洁、明了。

（7）格式比较规

范

权重：5%

具体为：报告格式

比较规范，标题、

段落、字体和图表

比较规范。

（8）创新性和实

用性

权重：15%

够深入

权重：20%

具体为：报告

对农村金融的

现状、问题和

发展趋势进行

的分析和讨论

不够全面。

（4）观点不

够明确

权重：15%

具体为：报告

观点和立场分

析 的 不 够 深

入，合理性和

前瞻性较差。

（5）逻辑性

不够强

权重：10%

具体为：报告

中的论述不够

逻辑清晰，论

证 严 密 度 较

差。

（6）语言不

简洁明了度较

差

权重：10%

具体为：报告

语言不够简洁

明了的语言。

（7）格式不

够规范

权重：5%

据 应 该 与

报 告 的 主

题 和 分 析

不 紧 密 相

关。

（3）分析

不到位

权重：20%

具 体 为 ：

报 告 对 农

村 金 融 的

现 状 、 问

题 和 发 展

趋 势 分 析

不到位

（4）观点

不正确

权重：15%

具 体 为 ：

报 告 观 点

和 立 场 不

正确。

（5）逻辑

性混乱

权重：10%

具 体 为 ：

报 告 中 的

论 述 逻 辑

混乱。

（6）语言

不通顺

权重：10%

具 体 为 ：

报 告 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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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格式规范

美观

权重：5%

具体为：报告符

合一般的排版和

格式规范，使用

了适当的标题、

段落、字体和图

表等。

（8）创新性和

实用性

权重：15%

具体为：报告具

有一定的创新

性，能够提出新

的观点、方法或

解决方案。报告

也具有实用性，

能够为农村金融

的发展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和建

议。

权重：5%

具体为：报告符

合一般的排版和

格式规范，使用

了比较适当的标

题、段落、字体

和图表等。

（8）创新性和

实用性

权重：15%

具体为：报告具

有一定的创新

性，提出的方法

或解决方案比较

合理。同时，报

告具有一定实用

性，能够为农村

金融的发展提供

有比较有价值的

参考和建议。

具体为：报告的创

新性不足。报告能

够为农村金融的发

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和建议。

具体为：报告

标题、段落、

字体和图表等

不够规范。

（8）创新性

和实用性不够

权重：15%

具体为：报告

没有提出创新

性 建 议 和 意

见。

不 简 洁 、

明 了 ， 语

言 不 通

顺。

（7）格式

不规范

权重：5%

具 体 为 ：

报 告 段

落 、 字 体

和 图 表 不

规范。

（8）没有

创新性和

实用性

权重：15%

具 体 为 ：

报 告 没 有

创 新 性 ，

没 有 提 供

有 价 值 的

建议。

五、其它说明

本课程大纲依据2023版金融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财经学院金融工程教研室

讨论制定，财经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自2023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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