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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浪潮，金融领域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已不可避免。本文聚焦金融数字

化能力提升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通过文献综述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分析金融数字化现状及人才

培养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举措，旨在为培养适应金融数字化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复合

型人才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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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Fac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wave of fintech, the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become inevitab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novation i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hancing financial digital capabilities. By reviewing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through a literature 

review,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financial digitalization and issues i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proposes reform 

measures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versatile talents who can meet the demands of financial 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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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和战略支

撑。2025年4月16日，教育部联合其他八个部门发

布《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该意见是

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以教育数字化为重要突破口，开辟教育发

展新赛道和塑造发展新优势，全面支撑教育强国建

设的重要路径，意见提出坚持数字赋能，推动教育

理念、教学模式和教育治理整体性变革，这是对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提出的切实要求。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是以审慎的金融科技监管为

框架，通过将数字化要素与系统性思维深度融入金

融服务与业务运作之中，依托科学技术创新与数据

赋能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增强金融行

业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但在金融数字化转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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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市场主体，以及金

融监管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均出现了数字化专业人

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当前发展态势迫切要求构建复

合型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人才队伍。如何加快培养

高素质数字金融、科技金融人才以缓解缺口困境，

是业界、高校等多元主体共同探索的重要课题。

2  文献综述

Negroponte（1995）[1]的开创性研究首次揭示

了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生活与商业模式的影响与

改变，为数字经济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现有研究

围绕“数字化转型”展开多维分析，学者们力图概

括其准确定义，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讨。在微观研

究视角上，Vial（2019）[2]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一

个复杂的、多维度的过程，涉及企业的各个层面，

需要不断地适应和进化。同时，Urbinati 等（2019）
[3]、胡青（2020）[4]、钱晶晶和何筠（2021）[5]和
池仁勇等（2022）[6]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数

字技术的迭代与应用，更是企业生产与经营模式等

方面的数字化。   
在宏观研究视角上，Majchrzak（2016）[7]对

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和研究强调了信息技术在组织

内部及跨组织间的协同效应，尤其是如何利用数字

化工具来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以及远程工

作的效率，进而对社会与行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严子淳等（2021）[8]从数字化转型演进过程的角

度，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阶段

（1998—2002年）、基于数字技术的产业发展阶段

（2003—2014年）和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高

速发展阶段（2015年至今）。

尽管诸多学者的研究并未就数字化转型的具体

内涵达成共识，但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进行内部

变革的一种重要手段。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迭代升级

的时代发展趋势，以天津财经大学现有金融学类专

业建设成果为基础，依托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围绕数字化教育、高质量教育的育人主线，通

过教师数字素养培训和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核心

课程群、科教和产教实践教学资源配套以及教学质

量管理等的研究、设计与实践，培养具备金融数据

挖掘和数据分析能力，满足大数据、云计算、数字

金融发展需要的高质量金融人才，从而实现金融专

业建设的数字化提升改造。

3  数字金融人才培养现状及主要问题
3.1  “数字+”“  科技+ ”金融类复合型人才
         培养质量不高

刘勇、曹婷婷（2020）[9]认为金融科技行业的

快速发展引致人才需求的结构性膨胀，《2018 年中国

金融科技就业报告》调研数据显示，逾九成的金融

科技企业存在金融科技核心岗位人才供给缺口。方

霞等（2022）[10]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与金

融行业的深度融合，传统金融行业人才需求呈现边

际递减趋势，新兴金融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张，导

致传统金融人才供给过剩与复合型人才短缺并存的

供需失衡格局的形成。在此背景下，高等院校金融

专业亟须通过产教融合机制，对既有培养体系进行

系统性重构。

3.2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人才培养机制待加强

从金融专业产教融合实践来看，产教实践基地

等合作方式长期存在挂牌多、落实少，口号多、实

践少，形式多、效果少等现实问题。我们认为，上

述问题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首先，缺乏规范化、

长效化、制度化的产融合作制度，育人主体责任落

实不到位；其次，高校教学任务、科研实践与产融

平台存在时间、空间的错配，难以形成有效地育人

合作合力。正如孙燕云（2020）[11]所做研究：我国

高校现行金融专业教学存在忽视社会需求、教学模式

落后、教学内容古板等不足；金融专业教学改革需

关注市场需求培养学生基础能力，同时革新教学模

式，发展学生的金融思维。

3.3  建设具有“双师 ”素质的教师队伍尤为必要

方霞等（2022）[12]研究认为，“双导师 ”制

度是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有效途径，但难以系统

性化解跨学科复合型师资队伍短缺的深层矛盾。一

方面，这取决于教师的教学发展能否随着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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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与形势的发展不断地迭代更新；另一方面，可

以通过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来解决。李永梅、谭维智

（2024）[13]认为，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纵深推进阶

段，智能技术给教师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创新

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型教师。

4  重塑金融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
4.1  顶层设计：组建金融数字化虚拟教研室

2020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金融工作

会议以及涉及金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文件指引

均要求：全国范围内的金融企业应建立数字化转型

牵头部门或专设机构。在此背景下，以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均在总

行、总部设立了数字化转型领导小组。因此，基于

金融行业的数字化改革，我们提出在高校金融人才

培养模式上，首先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建立与行业发

展相适配的组织结构，让育人工作最大化与中国金

融发展现实相适应。

4.2  师资建设：构建具备金融数字化素养的
       师资队伍

我们所述的“金融数字化素养”并非金融教学

方式、方法的数字化。而是指金融实务的数字化能

力素质，即对金融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产品研

发以及数字化决策等具备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在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财经专业教师在其职业发展路

径上并不充分具备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的教学科研

能力。这就造成专业人才培养在面对数字化浪潮奔

涌时，很难为广大学子提供必要的数字化助力。因

此，我们提出构建具备十足数字化素养的师资队伍

是十分必要且最为优先的教学改革事项。一是，引

导在岗教师融入金融数字化转型实践（包括培训、

课题、挂职锻炼等）；二是，对外大力引进具有交

叉学科背景的高端科技金融人才，弥补现有教师科

技能力不足的缺陷，并逐步形成以点带面的数字化

能力提升。

4.3  课程建设：重塑满足金融数字化需求的
       课程体系

重构专业课程体系、着重“数字+ ”“科技+ ”
融入。金融类专业学生数据素养培养应该突出课堂

教学、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三元融合，构建三元

融合的交叉学科整合课程体系。第一，在5门金融学

类专业核心课中丰富数字化理念与数字化内容。目

前，教育部学位委员会指导下的金融类本科教学任

务中，货币金融学、公司金融、证券投资学、金融

市场学和金融风险管理等5门课为必修核心课。我们

应及时、高效地与中国金融数字化发展相适应，在

传统金融学理论、原理基础上更新、创新上述课程

内容，设计、开发体现金融数字化能力提升的教学

内容、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方法。第二，构建金融数

字化课程群，打造数字化课程资源库并遵循数字化

改革需求，优化跨学科融合课程。在必修核心课的

基础上，金融类专业课程建设应体现出因地制宜、

因材施教的特色，立足高校所在经济区域与金融发

展特点，构建金融行业需要的数字化课程群，例如

区块链虚拟实训、量化投资分析等课程，拓宽金融

学生的数字化视野，提升其金融数字化实践能力。

4.4  产教融合：构建新型金融数字化产融体系

在“一融双高”建设的背景下，发挥高校基

层党建与党员教师的先锋作用，加强高校与金融企

业、金融科技企业等的联系，构建新型、立体的金

融数字化产教融合体系。因此，在金融企业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我们需要打破既有产教融合瓶颈，从

党建引领高校事业发展的主线出发，以金融专业人

才培养的基层党支部为育人责任主体，加强与金融

实体单位党组织的联建共建，引导学生党员发挥先

进作用，在金融数字化虚拟教研室的顶层设计下，

丰富金融产教融合内容，将金融企业以及金融科技

企业数字化应用的成功案例、技术方法等融入人才

培养过程中，形成师生共同走出去、企业携手走进

来的新型党建引领产融合作机制。

5  结语

在数字金融发展与金融企业数字化转型时期，

金融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要从专业建设、课程建

设、师资队伍、质量评价等要素环节加大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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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部署。同时，在人机结合时代到来的节点，

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主体，无论是教师、课程组、

系部、学院哪一个基层组织都要强化意识、夯实本

领，发挥校企、校政、校校协同育人的优势，深入

推进教育数字化走深走实，有效提升人才培养的精

准度和优质性，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金融人才培养

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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