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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特色班建设方案信息表 

基 

本 

情 

况 

特色班名称 “数字金融”特色班 所在学院 金融学院 

特色班负责人 王博 依托专业 金融 

选 

拔 

细 

则 

学院选拔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 
韩旭，范小云，刘澜飚，刘玮，季芳，何青，张庆元 

初试方案 

选拔范围 全校 计划录取人数 35 人 

学校考核科目 英语、数学 

进入复试比例 
进入复试人数与拟选拔人数之比应不低于 1.5:1

且不高于 3:1。 

复试方案 

 

复试原则：差额复试 

复试形式：面试 

复试考核事项：综合考生高考成绩（需要有物理成绩）、在所在省份或

地区排名等，重点了解和考核考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态度、思维逻辑、沟

通与表达交流能力、对专业和学术的理解、对未来大学学习生活的思考和

基本思想、综合素质等情况，以及英文水平。 

 

复试成绩结构 
复试成绩结构主要包括对以上复试方案所列考核事项的考核，参考高考成

绩及排名等因素。 

备注 高考选考科目中需含有“物理” 

管 

理 

细 

则 

退出机制 

面向年级 大一、大二（下学期） 

时间 每学年结束 

方案 学生主动申请；不及格成绩达到一定学分等。 

进入机制 

面向年级 大一新生 

时间 每年 9 月初新生入学 

方案 按以上“选拔细则”择优录取。 



特 

色 

班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细 

则 

一、建设目标 

培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

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为响应

教育部推进新文科建设，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的号召，金融学院探索“数字金融”特色项

目。基于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的迅速崛起，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系统掌握经济

金融学和现代信息科技理论知识，熟悉金融实务操作，熟练掌握信息科技、数据科学、算

法和智能技术，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够适应银行科技、智能投顾与程序化

交易、保险科技、监管科技等领域需要的金融精英人才。 

就业领域：大型商业银行数据中心、金融科技部门、知名 IT 公司、人工智能公司、

机器人公司、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监

管机构以及各行业和领域企事业单位等。 

 

二、实施细则 

（一）培养计划 

“数字金融”特色班专业学生应系统掌握经济学、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

握金融分析与现代信息科技，尤其是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基本技术，

具备从事金融实务的科学素养和基本技能；把握金融学科与数字经济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

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专业阅读能力和基本的听、说、写、译能力，能利用外语获

取专业信息；熟练开展计算机编程、具有将科技手段应用于金融服务的能力；具有较强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学分课程的设置、内容和考核，具有单独的

专业培养计划，特色班部分专业主干课程实行小班授课。 

1．毕业要求 

在学院实施“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政策，学生培养涵盖通识

教育和“大类基础+专业”培养体系下，学生选课学习达到 145 个学分方可毕业，要求学

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强，熟练运用计算机技术；要求学生具有

宽厚的经济学、金融学理论素养，培养学生运用统计学、数学和计算机知识和基本技能教

学金融分析的能力，对国内外金融运行实践和政策相关问题的分析理解能力和创新性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数字金融”特色班学生基于金融学专业培养课程体系主要学习（1）经典的金融学基

础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国际金融、风险管理与保险学、商业银行管

理和计量经济学等课程；（2）应用金融学课程模块：投资学、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公司

金融、财务报表分析与估值、金融风险管理、金融信托与租赁、金融工程、证券市场分析、

投资组合管理、绿色金融等课程；（3）数字金融定量分析技术模块：Python 编程基础、C++

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技术与程序设计、现代密码学、机器学习、数字金融概论、社会计

算、量化投资、大数据金融、软件工程、区块链技术及应用、人工智能原理及应用、人工

智能与深度学习等。 

学生毕业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具有良好的职业认知，拥有人文与科

学素养、诚信品质、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2）系统掌握经济金融、大数据分析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理论和技能，熟悉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2)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

并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3）掌握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相关的背景知识、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方法，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算法设计与实现能力；（4）具有批判性

思维和创新能力，能够发现、辨析、质疑、评价金融专业及相关领域现象和问题，并表达

个人见解；（5）具有国际视野，了解数字金融产业和监管领域的最新进展与发展动态； （6）

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和个人可持

续发展。  



2．专业核心课程 

在课程体系设计方面，学院贯彻新文科建设的要求，融合金融学科金融科技特色专业

建设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在课程教学内容、授课方式、培养标准与学业考核等方面进

行创新改革，充分体现课程设置的先进性和引领性。“数字金融”特色班项目组根据金融科

技和数字经济方向的核心课程，依据数字金融业态需求实施“模块化”管理，并初步制定

出约 160 个学分的数字金融特色班课程体系，形成一批高质量的跨学科交叉课程。 

在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数字金融相关的核心课程包括：数字金融概论、算法交易、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原理与应用、大数据金融、Fintech+前沿专题、量化投资、区块链技

术及应用、软件工程、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等 10 余门课程，约 30 个学分。 

（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相关要求） 

3．主要实践环节 

“数字金融”特色班项目特别注重学生的创新实践综合能力的培养。学院与中国人民

银行、银行保险及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和国内知名金融保险机构等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合

作范围包括教学、科研、社会实践等各个层面，为数字金融特色班项目学生提供了广阔的

国内外学术资源、教学资源和实践资源。目前，学院已经购买了 UP 沃顿金融数据库、彭

博数据库、WIND 数据库、CEIC 数据库，并和包括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中语宇通、恩睦科技

等多家公司在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建立了众多联合实验室。包括并不局限于系统性风险实验

室、FT 创新工场、金融科技实验室等外部数据源和实验室资源可以为数字金融特色班提供

包括：Python 程序设计与语言编程、机器学习与金融应用实践、数字货币与支付、数字金

融服务监管、金融科技与银行信息系统架构设计、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创新管理与颠覆

性科技等课程的时间教学环节。 

基于上述优质资源，在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基础上，对“数字金融”特色班学生开展

形式多样的学术能力训练，通过定期开展学术讲座、境内外学术交流、智能金融业界实践，

并计划设立特色班创新研究项目和建立实践教学与创新创业基地等活动，使学生获取广泛

参与科研和业界实践，提升实操能力的学习机会。 

4．课程体系及其结构 

课程设置分为通识必修课、通识选修课、大类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五

大类。毕业要求的总学分数为 145 学分（提供了 160 学分课程）。 

课程类别 学分要求 

通 识

课程 

通识必修课程+通识

选修课 

合计：63 学分 

通识 

必修课 
49 学分 

通识 

选修课 
14 学分  

专 业

课程 

大类基础必修课 38 学分，含毕业论文 4 学分 

专业必修课



院金融学、保险学和金融工程学 3 个本科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数字金

融”特色班项目便是依托金融学和金融工程两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师资力量和

课程体系开展建设。在 3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引领下，以组建大类课程组为抓手，形成了

兼顾知识宽度和学术前沿的科学化的现代金融人才的课程培养体系，可以为本科生开设 85

个金融学专业课学分。 

2.教学团队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