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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儒训教授， 浙 亦云。要按客观规仆办平，以科学理论指导头
江义兴入。 生于192G if-义， 而不能用那此不符合科学规仆的杂乱、
年。 1949年平It)国 片 n 面忙实践去扒曲理论。在多灯伈教学中，
立上泭交通大学1项 李仙训教授采取( “ 由汶入深、 循序渐进、
学院运输节珅系后衍 订略1干竹、 温故知新 ” f:；＇ 循环教学法， 训堁
校忏教， 19Gl年阰交 叫粕循闷诱， 则论讲斛透彻， 思路开阔， 系
大财务忤则系 一 起词 材I窝， 记汇生动，、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近
入上泭财经学院。 些勺来， 他焙养的学生（牡别足仙究生）已
195,1年赴中旧入民大

学财政系随苏联专家A·毕尔曼研究进修。

1956年以来， 先后在上泭财经学院财政忙贷

系、 上悔礼科院经济研究所、 复 n大学、 上

询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等茼校和利矶机构中

从＇j!.教学和科研J作。 加任上悔财经大学财

政金融系和财政系讥师、 副教授、 教授； 系

副主任、 系J打王， 现任上泭财经大学财政系

教授、 系主任， 并被上泭交通大学、 华侨大

学、 江西财经学院、 浙江财经学院等商校

聘为兼职教授。 李估训教授自1982年起担

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 中因国民经济节理研

究会常务理'l卜、 上泭财政学会常务别市、 上

拇个业忏别协会理事、 全囚高校财务研究会

会长、 上徇市经济核符研究会会长等职。

夺儒训教授长期从事凶等财经教学与研

究工作， 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 为我国补

会主义建设小业培养ri乍多财经女门人才。

他除了培养本科学生以外， 从1980年起已先

后培养了硕I：学位研究生30名。 在培育人才

中， 他坚持以马列主义经济理论为括导，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 注重培养学生严

谨治学的良好学风。 他一贯主张： 作为一 个

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崇仰真理、追求点理，

强调学生必须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不能人云

经成为教学、 科研的骨T力队， 打的已出囚
进修， 布的考取 j

，

博士牛。
李估训教投行教学实践中， 不仅注币教

书．还十分让心育人。经常以他自己的亲身纾
历引导学牛认识补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教
育学生立心为建设付中1叶竹色I

r

f，社会主义而
努力． 为财政系占年学生和内年教师的健康
成长付出f大队们心血。他始终强悯，对忭年
学生和行年教师， 必须满怀热情地真诚爱护
和粘心培育。 在他担任财政系系主任以后，
尽忭平时处理全系书务 －1分繁忙， 但他仍然
与学生保打联系， 给常会同系党政领导同忐
分析学生思想状况， 激励h年学生健康成
长。 对占个系2/3的中行年教师， 李儒训教
授经常在生活上义心他们， 在学业上热怕支
拉，在工什中严格要求，并注重发挥老教帅的
“传、 帮、 带” 作用， 鼓励脊年教师在教学

科研中勇挑重担。 为了鼓励全系教师和行年
学生自觉投身社会实践， 开展理论研究， 多
出成果、 出好成果， 1985年， 李估训教授通
过仗资和捐献自己的稿费、 优秀论著奖令，
设立了财政金融系 ” 育英奖学拈金” ， 以每
年的利息收入奖励中青年教师， 这在一 定程
度上促进了财政系青 年 教 师开展科研活
动。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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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儒训在多年的财经押论研究

生猓中， 教授始终把财务学和经济核符制的

理论研究仵为主攻方向， 为建设有中国牡色

的财务炉科休系、 上富我囚财政学利休系进

行（不懈的努力，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仙训教授多年米始终＇胪持这杆们观

点： 补会i
．
义财务学首先是社会主义财政休

系（，＇， 从础， 所以在我国妞心重研究如何正确

处理因家勹个业财务的货币关系， 以及'j之

杞义的方针、 政策、，体制、 计划与价仇杠杆

的组合运川；但同时补会E义财分义义企业

经忭忤即体系的重要环'l',， 为此， 又必须深

入研究财务忏理的方式、 力法、 于段和机

制， 财务孚利的理论体系必殃以货币义系体

系为椿础， 从财务的两重性出发进行对论思

考。 他的这一 币要的观点行列（因内订多传

家学者的支抖， 并集中地体现丁他在1987年

出版的＜＜上业财务学＞＞女炕中。 此书自1987

年出版以米， 受到理论界同彷们的 ． 致好

计， 探受枚者欢迎， 并已再版。

在财务学的理论研究中， 李价，，训教授始

终咯抖把经济核算制的以收抵文、 I,I负攸叮

的制约机制竹为财务（彴组织丛础米矶究、 强

调在社会E义条件下，价值殷律以及价格、成

本、利润、税收等经济杠杆的组合与心用决定

了企业财务的效应。他的这一 观点．切合中国

的实际， 符合发展社会上义心计划曲品经济

的客观要求， 因而得到广们义部门的心度币

视。 他在1981年出版的＜＜纾济核符制的理论

问题＞＞ 一 书， 染中了他在这一 方面的研究成

果。 该书丁;1984年被评为1寸每市高校文科优

秀论茗， 升荻优秀论茗奖；1985年又荻上海

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茗奖；1988年中国财

政学会对10年来全国财政学科学研究成果进

行评选时， 此书再获优秀论著奖。

在探入开展理论研究的同时， 令教授也

十分注讯理论联系实际。 他坚持在中因企

业财务的研究中，以中国国伐企业为上，汲取

西方企业的管理经验， 开展中西方企业财务

的比较研究；以工业财务为上， 开展与国民

；，，认j ［他郘门财 ”� I勹，比较研究； 以财务学从

砒押论为主， 开屈财芬应用研究。 他所一 贝

主张的这研究方认， 取得f「硕的成果，

1982年以来他先后卜编和出版f <＜财政'j令

融概论＞＞C著以及＜＜图说经济学＞＞等译茗．

并在因内外彴义押论刊物上发农［ ＜＜货币［
＇

丿

时间价伯勹投资门经济效益＞＞、 «论经济杠

杆»芍10多篇学术论义， 此外， 李估训教投

还先后卞持f交通，很 “ 经济杠杆i国民经济

的加l,1可用 ” 和地钊部 “ 东悔币 ，点湘区汕

气藏勘探丿「发： f沿讨估与融资分析 ” 等因家

币 I、,、［课题的｛讲究， 取得（重裳成果， 后者达

到fl对内先进水平。

山］－丙／j训坟抸对财另学在及晨我国计

会i义仑计划向品经济中［沪［要性行 r，探刻

釭认识， 因此， 近年米． 他积极们寻币视财

务＼＇．，顷沁提出f玉高等阮校设立财务 I(

业的釭议， 并为该《业的建设积极起草培养

目标、 忏务、 课和设罚和教学计划。 1987年

经目家教委批川， 财务学右1!)!被列入全因女

1lv. I [求， 1989什上彻财经大学在日内们次

没牡财务学女业升止式招生， 此举将对我1月

日民竺济的发展产牛深远化影响。

李估训教授在l作中表现出f强烈的'jf

业心、 的皮的贞忏感和自觉的奉献枯神。 近

絊来 他不炽I,I已年逾花甲， “臼持为财政系

的个们建设疚寝忘食地［作。 他忘我的L仵

粘神幛得了广大师生的尊重， 多次被评为校

先进工作占， 并被选为虹口区第匕、 第八屈

入民代表、 校教育L会副主席。

由于李盓训教授治学严谨， 学识渊博，

特别处在财务学领域内的较沉的造诣，因而，

在囚内外同行中4j一 定的影响， 近几年来李

估训教授先后应关冈乔其亚大学、 劳格尔大

学、 加拿大圣玑利大学、 达尔豪斯大学、 H

本大阪市立大学、 大阪经济学会等囚外大学

和经济社团的邀泊出国访间讲学。 李估训教

授还受忧界银行的委托， 完成f中美财务比

较研究的部分任务。

（晓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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