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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university of nottingham读MA in Finance and Investment，

在这里也有近一年的时间。有一些感触： 一年的时间读硕士

足够，前提是外语要好，要上课跟的上老师的速度。 本人上

外毕业，因此没有读语言，直接过来读硕。这个专业是

business school中最难的。前半年的时间都在拼命。很多知识

在国内闻所未闻。但 现在也差不多熬出来了。应该说教的东

西非常有用，国内的大学恐怕要10 年以后才有这种意识。 这

一年所学的东西十分庞杂，但可以给你很多方向去发展。我

现在研 究的方向是英国的共同基金。在国外念书，最宝贵的

财富是你可以养成自 己把握知识并加以创造的能力。现在回

想起来，我要是毕业直接就在证券 界工作的话，倒是很大的

损失了。在国内由于金融信息的隔离以及大学教 育的局限，

我是不可能有现在对证券市场的把握能力的。 到了这所学校

，你肯定会看到国内外教育的巨大差距。虽然notting- ham

university 的排名不是top 3 in UK，但它完备的教育系统即使北

大 清华短期内也绝难胜出。原因很简单，国内教育意识落后

，而这正是国内 教育的通病。在国内，政治教育的气氛很浓

，学习的过程已混杂了很多因 素，是很难出现真正杰出的学

生的。 现在网上常争论土炮是否打得过洋枪。理科我不敢评

论，但在文科的 经济学内，我觉得结论是很明显的。中国虽

然开放很大，但教育界的引进 洋教材有种牵强附会之嫌，因

为高深的商业课程必须结合市场来理解，至 少在我看来如此



。在国外学习经济，学到的知识是会潜移默化以至与成为 常

识，因为市场上每天都在上演你学到的一幕。当然这要靠你

自己的努力 以及这方面的意识。但在国内，得不到发达的资

本市场的配合，西方的知 识教起来难免走上死记硬背以至于

考完就忘的老路。 许多人崇美，认为学必美国为优。我以前

也是，也想去。现在来了这 儿，经过一年的学习，发觉知识

的共享英美无异。你若会学习，国界已无 意义了。但国内差

距还是很明显的。 从未在网上爬格子，以上所写仅给想到英

国念书的学子一点启发，欢 迎交流。 （二） 前天写的文章得

到了相当多的回应，使我觉得有必要继续给大家讲一 讲关于

英国留学的事情。 首先有必要驳斥英国留学无用的言论。以

前出国之前，也总听同学朋 友说出国非美不去，英国教育质

量不高，国内评价不高。应此美国签证给 锯后也很沮丧。态

度的变化是来了以后才产生的，具体的原因大家可以参 照前

面我的帖子。 至于来读什么比较合适。我对其它专业不是很

了解。但现在对busi- ness这一方面很熟悉。拿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business school 来说，目前分为：finance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marketing etc。总的说来，finance and investment最难，risk

management 其次。其它的最容易。刚开始学 习时大家的压力

都很大，下学期时读finance and investment的都想转专 业，太

难了。有几个人转了，大部份熬过来了，但很多人不及格，

要补考。 其它专业补考的不多。因此大家以后选专业的时候

一定要选适合自己的， 评价一下自己的实力，不要贸然去读

自己不合适的，要不压力太大，整个 学年紧张兮兮的。 若是

很有决心，也很有兴趣，读了也不要紧，只要真的肯下功夫



，相 信没有什么读不下来。 有一点我要说的是，business是一

个没有技术深度的专业，相对理工 科而言（做经济理论研究

除外）。任何人只要有中国完整的大学教育（要 学高数），

都可以拿下来。大家回忆一下中国跨国公司的招聘，像麦肯

锡， 安达信，以及其它投资银行，它们有专业限制吗？据我

所知，任何专业都 要，进来再培训。 关于在英国找工作的事

，我说明一点，工作很难找，不是英国工作机 会少，而是偏

向于欧洲人。但也有一些中国留学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若 

是你非常杰出，一轮轮的淘汰都过了，美林银行照进。我也

希望能找到一 份工作，正在努力。 希望这点体会能给你们帮

助。以后我有空，会陆陆续续的加贴的，也 会更深入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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