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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金融人才培养改革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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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金融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不仅是时代趋势，也是政策使然。当前金融人才的培养面临着金融专业技能培养不足、人才

培养模式滞后于社会需求、教育教学资源急需跨部门高效整合的现实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

动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的提升、以学生发展为目标建立前瞻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创新为基础推动跨学科融合等路

径，开展了以“1445”导师制为核心的“AI+金融”本科教学改革实验班探索与实践。实践结果表明，人才培养改革

在培养学生初步形成数智思维、扎实金融场景专业技能等方面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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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financial talent training reform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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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is not only a trend of the times but also 

a policy imperative. The current training of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faces realistic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financial skills, outdated talent training models lagging 

behind societal needs, and an urgent need for efficient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cross 

department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pathways have been explored,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enhancement of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guided by societal demands, establishing 

forward-looking talent training models aimed at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foster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based on innovation. These efforts have culminated i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AI+Financ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reform pilot class centered on the "1445" mentorship system. 

The prac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form of talent cultiv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eliminary formation of numerical thinking and solid professional skills in financial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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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3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中明确要求以“推进文科专业数字化改造”，金融数字化、

智能化发展不仅是时代趋势，也是政策使然。数智时代对金融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要求高等院校需要着力布局数字经管人才培

养。[1]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不仅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竞争力，而且还能够促进我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2]经调研，许

多高校已经开始探索了不同的数智化教育改革措施，例如：电子科技大学推出了“互联网 +”复合型精英人才双学位培养计划；西南财

经大学设置了智能金融与区块链金融专业；中央财经大学推出了金融科技专业等。

重庆理工大学自身具备理工学科的传统优势，基于 OBE理念 [3]，依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等社会需求，经济金融学院决定整合校内外教育资源，通过跨学院合作建设“AI+金融”教学改革实验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和经验。

一、数智时代对金融人才的新要求

（一）在专业知识方面要求跨学科交叉

首先，数智时代要求金融专业人才具备扎实的金融理论知

识，包括金融市场、金融产品、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其次，

金融专业人才需要掌握 Python、机器学习原理及方法等计算机相

关知识 [4]，能够熟练运用各种金融科技设备和工具进行数据分析

和风险评估，[5]必须了解人工智能知识的发展及应用 [6]。

（二）在实践方面要求更好的实践能力

数智时代开展金融业务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环境都发生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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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这要求从业者具备较好的业务实践能力，能够了解金融

市场的新模式、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传统的以理论知识学

习为主的学习模式无法满足这些新要求，必须推动课堂教学与实

际能力训练相结合、课程学习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理论师资与实

践师资相结合、一般标准与培养单位特色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

（三）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要求全面数智化转型

首先，要求金融类专业课程的数智化转型。要求构建一套行

之有效的数智金融人才课程教学体系，依托先进的教学平台和实

训软件，强化课程资源库和教材建设。[8]其次，要求金融人才实践

的数智化转型。要求通过与企业共建课程打破校企壁垒，增强课

程的协同能力和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再次，要求育人团队的数智

化转型。数智金融人才的培养应构建多元化的育人团队，从价值

观、实践能力到专业技能系统化、全流程、高水平的培养 [9]，这

对传统教师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0]。最后，要求交叉学科的专业

建设。推动金融学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学科的融合，重点培养

数智化应用人才和数智化技术人才。

二、数智时代金融人才培养的现实问题

（一）金融专业技能培养不足

一方面，金融专业教学缺乏硬核技术支持。数字化、智能化

技术成为解决金融发展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高等院校金融

学教学远远落后于金融行业实际需求 [11]，缺乏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机器学习等核心技术的训练。

另一方面，计算机专业教学又缺乏实际的金融应用场景。人

工智能应用场景驱动的趋势愈加明显 [12]，但是目前高校的计算

机专业从人才目标定位、专业课设置到教学内容方面存在创新教

育、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足的问题 [13]。

（二）人才培养模式滞后于社会需求

数智金融的迅速发展要求人才培养模式与之保持同步。然

而，目前许多高校的数智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仍然滞后于实际社会

需求，未能及时适应新兴技术和趋势的变化，以至于培养的学生

“一毕业、就失业”。因此需要探索满足市场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具备前瞻性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14]

（三）教育教学资源急需跨部门高效整合

数智金融的复杂性和多学科性要求跨学科整合教育资源。从

学科建设角度，新文科的建设尤其需要打破传统学科壁垒，通过

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远缘交叉”，推动重大问题解决。然而，当

前多数高校存在教学资源孤立的问题，不同部门之间缺乏协同合

作。因此，需要建立跨学科的长效合作机制，整合教学资源，促

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数智金融教育。

三、数智时代金融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与实践

重庆理工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致力于培养满足服务西部金融中

心建设等社会需求的数智时代金融人才，经过广泛的调研和充分

的理论推演，建立了“AI+金融”教学改革实验班，并进行了一系

列数智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的提升

重庆理工大学经济金融学院“AI+金融”教学改革实验班是以

金融学、计算机等学科交叉为基础，从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为

出发点，以金融大数据分析与管理、算法交易为核心内容，更加

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并且可以通过与企业的合作为学生提

供实践机会，产业导师强化实践指导，使学生能够充分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对传统金融学专业课程进行精简改造，增加

更能突出“AI”特点的交叉学科课程（如表1所示），课程设置更

具时代特色。

表1特色课程

（二）以学生发展为目标，建立前瞻性的人才培养模式

重庆理工大学经济金融学院“AI+金融”教改班在人才培养

过程中实行“1447”导师制。基本框架为：聚焦“1”个目标，即

聚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化视野、具

备“AI+金融”前沿创新与应用能力的卓越金融人才；协同“4”

维导师，即金融导师、AI 导师、产业导师、发展导师联合指导；

联动“4”类课堂，即强化第一课堂、活跃第二课堂、延展第三

课堂、抢占第四课堂；抓好“7”大环节，即在生涯规划、课程学

习、学科竞赛、社会实践、国际化培养、升学就业、综合发展等

方面加强指导，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 图1 “1447”导师制

（三）以创新为基础，推动跨学科融合

数字化、智能化人才培养模式应该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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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建设跨学科优质课程，要善于整合教育

资源，探索跨学科、跨部门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积极与金融科

技企业、金融监管机构等进行深入合作，构建产学研合作长效 

机制 [15]。

重庆理工大学经济金融学院与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合作，

通过成立“AI+金融”教改班管理委员会等组织管理方式，突破跨

学院联合培养的行政壁垒，建立跨学院协同合作机制、跨专业人

才培养的激励约束机制、质量保障长效机制等。进行计算机和金

融的联合教学，设置机器学习与金融学研究方法、数据结构与金

融算法、金融大数据处理等交叉学科内容。从制度上解决双方学

科各自存在的学科局限，形成优势互补。同时，与校外企业和机

构展开合作，共同构建数字金融人才培养的联合实验室、实训基

地和实践平台。

四、结束语

数字化、智能化金融的飞速发展，给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

新的要求和挑战。高校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依照社会行业需求主

动应变、主动求变，才能培养出符合数智时代金融行业需要的高

素质复合型人才。重庆理工大学经济金融学院“AI+金融”教学改

革实验班的建立，是在全面系统把握数智时代金融行业变革方向

后在人才培养领域的具体改革实践。从招生的效果来看，吸引了

大量非经济类专业学生的报考；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在培养学生

初步形成数智思维、扎实金融场景专业技能等方面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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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2教改班整合教育资源思路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