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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营销实务》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课程中文名 金融营销实务

课程英文名 FINANCIALMARKETING PRACTICE 双语授课 是 否

课程代码 05114075 课程学分 1 总学时数 24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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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贸系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开课学期 第五学期

课程负责人 宁建楠 审核人 谭银清

先修课程 金融学，管理学

后续课程 无

选用教材 安贺新，梁枫. 金融营销实务[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参考书目

徐玫，杨佳妮. 金融营销学实务与案例分析[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1年.

陆剑清，张均原，李建华. 金融营销学精讲[M].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

周伟，陈晖. 金融营销实务[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

课程资源 金融信息查询网站：东方财富网、新浪财经

课程简介

金融营销实务是一门涵盖金融营销基本理论、策略和实践操作的综合性课程。本课

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金融营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和营销

策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本课程紧密结合企业的典型工作任务，用大量的案例来说明理论的应用，以便学生

更好的掌握理论及其对实践的指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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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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能够承担金融日常业务处理工作，应变能力较强。能够在金

融实践活动中灵活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能够对国内外的金融信息加以甄别、整

理和加工，从而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部分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对策建议。能够

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课程目标 2

具有适应大数据时代金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而及时更新知识的能力，具有利用信息

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和管理的能力；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自学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团队精神及合作观念。

课程目标 3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金融问题，通过金融实践，成长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

干和中坚力量；能够有效开展金融工作，有针对性的提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能

通过有效沟通、自主学习等，紧跟国际国内金融发展动态，积极践行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理念，金融实务成绩较为突出。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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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专业能力【L】
4.2 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对金融领域的问

题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1

毕业要求 6：团多合作【L】
6.1 能够与他人进行有效地业务沟通和

工作协调，较好地适应团队工作。
2

毕业要求 8：自主发展【M】

8.2 养成从职业岗位要求及职业发展需

要的角度分析自身工作、学习存在的问

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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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
表 3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对应关系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教学目标（观测点、重难点）

学时

数

项目类

型
要求

每组人

数

教学方

法

课程

目标

1
金融产品营销环境

分析

金融营销案例

库

金融营销环境概述

4 验证型 必做 1 实验指

导

1、2、

3

宏观环境分析: 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人口环境、自

然环境、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环境

微观环境分析: 企业本身及其市场营销渠道企业、市场、

竞争者和公众

金融市场环境因素分析: 使用市场分析中经典的分析方

法之——SWOT 分析方法。

2
认知金融产品营销

及流程

金融营销案例

库

认知金融产品: 金融产品分为银行类金融产品和非银行

类金融产品。银行类金融产品又分为中央银行类金融产

品、政策性银行类金融产品、商业银行类金融产品、投

资银行类金融产品。非银行产品可分为保险类、证券类、

信托投资类、租赁类以及财务类金融产品。

4 探索型 必做 1 实验指

导

1、2、

3
金融产品营销: 根据菲利浦·科特勒教授的营销理论，营

销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 10个“Ps”，即营销战略的 4

个“Ps”、营销战术及其扩展的 6个“Ps”

金融产品营销流程: 营销环境分析、金融产品购买者行为

分析、目标市场选择、确定金融产品营销的价格、渠道

和促销策略、营销流程效果评估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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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产品购买者行

为分析

金融营销案例

库

购买者需求和购买者市场:无论是在货币市场还是在资本

市场，参与各种金融交易的主体或中介，甚至某些金融

机构本身，在不同的时间、场合以及不同的交易中，都

有可能成为金融产品购买者

4 情景型 必做 1 实验指

导

1、2、

3

影响购买者行为的因素: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是多种影响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内在因素、外在因素等两部分

的影响，其中，外部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等；

内部因素包括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等

购买者决策过程分析:解决谁要购买、购买什么、为什么

要购买、哪些人参与决策、何时购买、何地购买以及以

何种形式购买等七个问题

4
金融产品市场调研

与目标市场选择

金融营销案例

库

金融产品市场调研:金融产品市场调研的程序和方法
4 情景型 必做 1

实验指

导

1、2、

3金融市场定位：金融市场定位策略和步骤

5 金融产品营销策略
金融营销案例

库

金融产品策略：从金融产品的构思、设计与推广开始的。

金融机构将某种金融产品推向市场，需要根据顾客的购

买和使用情况，做出这种金融产品是否适合市场要求的

判断。然后，根据对市场情况以及各种相关因素的判断，

来决定这种金融产品的未来以及应该采用的市场策略。 8 情景型 必做 1 实验指

导

1、2、

3
金融产品定价策略：金融产品的价格指金融机构用货币

形式表现的金融产品对客户的价值。根据金融机构提供

服务的不同，其价格表现为利率、汇率、保险费、手续

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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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品分销策略：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将产品和服

务配送给顾客，使目标客户受益。这一系列的营销策略

便是分销策略。分销策略是市场营销活动的始发点，是

新产品通向市场的入口。需注意的是，金融产品是一种

无形的商品，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服务，因此金融产品的

传递多表现为“服务的传递”。营业网点或是分支机构

也就相当于金融机构的销售渠道。

金融产品促销策略：促销方式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人员促销；另一类是非人员促销，包括广告促销、营业

推广、定向营销等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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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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模块/项目
考核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金融营销环境概述 1

40% 课程论文
宏观环境分析 1
微观环境分析 1
金融市场环境因素分析 1

课程目标 2
认知金融产品营销及流程 2

30% 课程论文
金融产品购买者行为分析 2

课程目标 3
金融产品市场调研与目标市场选择 3

30% 课程论文
金融产品营销策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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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需与上表基本一致）课程论文

60%
课堂表现
30%

平时作业
10%

课程目标1 50% 20% 40% 40%=50%*60%+20%*30%+40%*10%

课程目标2 25% 40% 30% 30%=25%*60%+40%*30%+30%*10%

课程目标3 25% 40% 30% 30%=25%*60%+40%*30%+30%*10%

（二）成绩评定

1.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75%）：通过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情况、小组讨论、团结协作、

发言与提问情况，来评价学生相关的能力。

（2）平时作业（25%）：围绕课程的学习目标进行作业的设计。如让学生简述对

知识的认识，考核学生对于概念的理解情况，帮助学生将定义转化为自己的理解。

2.期末成绩评定

期末成绩（100%）=课程论文（100%）

考核方式：依据论文的内容、结构、分析深度、创新性、学术规范性以及语言表达

等多个维度来进行考核。

3.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100%）=平时成绩（40%）+期末成绩（60%）

（三）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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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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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

选题符合本

课程基本要

求，能达到综

合训练的目

的 ;对本课程

领域文献熟

悉程度较高，

涉猎较广 ;论
文有创见，具

有一定的深

度和新意或

具有应用推

广价值 ;论文

层次结构分

明、结构严

谨，文字表达

能力强，材料

翔实，数据可

靠，中心突

出，论据充

分，分析问题

正确、全面，

撰写格式规

范。

选题符合本

课程基本要

求，能达到综

合训练的目

的 ;对本课程

领域文献涉

猎较广 ;论文

具有一定的

深度和新意 ;
论文层次结

构分明、结构

严谨，文字表

达能力较强，

材料、数据可

靠，中心突

出，论据充

分，分析问题

正确，撰写格

式规范。

选题符合本

课程基本要

求，能达到综

合训练的目

的 ;能够查找

课程领域相

关文献 ;论文

层次结构基

本分明、结构

基本严谨，文

字表达通畅，

能够组织材

料分析问题，

中心基本突

出，论据能够

说明问题，撰

写格式基本

规范。

选题符合本

课程基本要

求，能达到综

合训练的目

的 ;参考文献

不少于 5 篇 ;
论文层次结

构基本分明，

文字表达基

本通畅，能够

组织材料分

析问题，有中

心，有论据，

撰写格式大

部分满足规

范要求。

有下列情形

之一，均判为

不及格:
1.选题完全

不符合本课

程基本要求，

严重偏题;
2.完全抄袭

他人成果;
3.论文层次

结构混乱，逻

辑不清，文字

表达严重条

理不清，论文

没有中心，论

据不能说明

问题;
4.撰写格式

严重不满足

规范要求。

五、其他说明

本课程大纲依据2023版经济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财经学院经贸系讨论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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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