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中央财经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 教育部

专业名称： 金融科技

专业代码： 020310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经济学 金融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 经济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18-07-05

专业负责人： 李建军

联系电话： 62280688

教育部制



学校基本情况表

 

申报备案专业数据

 

 

 

 

授课教师表

 

学校名称 中央财经大学 学校代码 10034

邮政编码 100081 学校网址 www.cufe.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þ部委院校 o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o 985 þ 211

现有本科专业数 50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2500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2355 学校所在省市区 北京北京海淀区学院南
路39号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þ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o农学 o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专任教师总数 1176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724

学校主管部门 教育部 建校时间 1949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52年

曾用名 中央税务学校、中央财政学院、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学校简介和历史沿革

    中央财经大学始建于1949年11月6日，创办之初由财政部主管，历经
中央税务学校、中央财政学院、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发展
阶段，1996年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2000年学校由财政部划转教育部直属
管理，2005年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06年成为国家
“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首批建设高校，2017年成为国家“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
    经过多年发展，学校形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学科为主体，文
学、哲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学校的发展战略目标定位是建设成为有特色、多科性、国际化的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

专业代码 020310T 专业名称 金融科技

学位 经济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金融学类 专业类代码 0203

门类 经济学 门类代码 02

所在院系名称 金融学院

姓名 性别 年龄 拟任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李建军 男 48 金融学、互联网金融概论 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财政学 经济学博

士

影子银行
、普惠金
融、金融
科技

专职



戴韡 男 36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副教授 清华大学 运筹学 理学博士

不确定理
论、量化
投资策略
和风险

专职

方意 男 32 金融学、互联网金融概论
、金融风险管理 副教授 南开大学 金融学 经济学博

士

金融风险
与监管
；金融周
期；金融
科技

专职

张宁 男 40 金融科技概论、机器学习
与模式识别 副教授

中国科学
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
研究院

数学 理学博士
人工智能
、金融科

技
专职

蔡如海 男 46 金融学、互联网金融概论 副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金融学 经济学博

士

金融理论
与政策
；金融体
制改革
；证券市
场与投资
；金融科

专职

王忏 男 42 金融学、互联网金融概论 讲师 中央财经
大学

国民经济
学

经济学博
士

货币经济
学；国际
经济学
；宏观经
济学；金
融科技

专职

郭豫媚 女 29 金融学、互联网金融概论 讲师 中国人民
大学

西方经济
学

经济学博
士

货币政策
；货币金
融；金融
科技

专职

应展宇 男 42 金融市场学、互联网金融
平台 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金融学 经济学博
士

中国资本
市场理论
与实践
；比较金
融体制
；中国金
融改革与
发展

专职

魏旭 男 32
金融市场学、公司理财、
证券投资学、互联网金融

平台
副教授 北京大学 金融学 经济学博

士

公司金融
理论；行
为金融理
论；金融
监管理论

专职

吴偎立 男 35 电子金融 讲师 北京大学 金融学 经济学博
士

实证公司
金融，实
证及理论
资产定价

专职

苟琴 女 31 金融风险管理、国际金融
学（双语） 副教授 北京大学 金融学 经济学博

士

国际金融
；宏观经
济学；银
行经济学

专职

朱一峰 男 35 金融风险管理、区块链技
术与应用、计量经济学 讲师 埃默里大

学 金融学 经济学博
士

实证资产
定价；应
用计量
；大宗商
品预测
；劳动经
济学

专职

苏治 男 39 大数据与金融、金融科技
概论、数据挖掘 教授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

学
经济学博

士

数量经济
、金融统
计与风险
管理

专职

欧阳日
辉 男 45 互联网金融概论、监管科

技 教授
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
究生院

国民经济
学

经济学博
士

互联网金
融；监管
科技

专职

丁娜 女 29 公司金融 讲师 清华大学 应用经济
学

经济学博
士

公司金融
；金融科

技
专职



 

 

 

核心课程表

 

彭愈超 男 31 商业银行经营学、大数据
与金融 讲师 中央财经

大学 金融学 经济学博
士

非金融企
业金融化
；货币政
策；金融
科技

专职

王辉 女 37 金融工程概论 教授 北京大学 概率统计 理学博士
金融时间
序列  金
；融工程

专职

高言 女 34 计量经济学、行为金融学 副教授 北京师范
大学

系统理论
专业（金
融工程方
向）

理学博士

计算实验
金融；市
场微观结
构；系统
性风险

专职

郭剑光 男 43 金融工程概论、大数据与
金融 讲师 上海交通

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金融工
程）

管理学博
士

风险管理
模型；金
融科技

专职

白璐 男 34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副教授 英国约克
大学 模式识别 哲学博士

机器学习
与模式识

别
专职

高胜 男 31 区块链技术及应用 副教授 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

计算系统
结构 工学博士

数据安全
与隐私保
护；区块
链技术及
应用

专职

范丹 女 36 数据结构与算法 讲师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工学博士

数据建模
；形式化
验证；网
络安全

专职

金鑫 男 45 软件工程 教授 东华大学 控制理论
与工程 工学博士

商务智能
；风险管

理
专职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金融学 54 3 李建军、蔡如海、方意、郭豫媚、王
忏 3

互联网金融概论 36 2 李建军、蔡如海、方意、苏治、郭豫
媚、王忏、欧阳日辉 4

金融工程概论 36 2 王辉、郭剑光 4

计量经济学 54 3 高言、朱一峰 4

数据结构与算法 54 3 范丹 4

金融市场学 36 2 应展宇、魏旭 4

公司金融 54 3 魏旭、丁娜 5

大数据与金融 36 2 苏治、彭愈超、郭剑光 5

国际金融学（双语） 54 3 苟琴 5

金融科技概论 36 2 张宁、苏治、彭愈超 5

互联网金融平台 36 2 应展宇、魏旭 5

商业银行经营学 54 3 彭愈超 6

数据挖掘 54 3 苏治 6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36 2 白璐、戴韡、张宁 6

区块链技术及应用 36 2 高胜、朱一峰 6

证券投资学 36 2 魏旭 6

电子金融 36 2 吴偎立 6

监管科技 36 2 欧阳日辉 6

金融风险管理 36 2 苟琴、朱一峰 7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软件工程 54 3 金鑫 7

姓名 李建军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院长

拟承
担课程 金融学、互联网金融概论 现在所在单

位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2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影子银行、信息化普惠金融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2015年获北京市第11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省部级）；
2016年中央财经大学精品实验课《金融统计分析》；

2012年中央财经大学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省部级）；
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二等奖（省部级）。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互联网金融概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金融排斥、金融密度差异与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
建设研究”（国家级）；

中国-东盟研究院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基于金融结构优化
视角的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研究”（省部级）。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3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6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342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1

姓名 戴韡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副系主任

拟承
担课程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现在所在单

位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0年9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

主要研究方向 不确定理论、量化投资策略和风险、数字货币定价模型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中国运筹协会不确定系统分会“第十一届运筹优秀论文奖”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468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37

姓名 方意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金融学、互联网金融概论、金融风
险管理

现在所在单
位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3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金融周期，金融科技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2016年获全国金融专硕优秀教学案例奖（国家级）；
2015年撰写实验项目《中国国际收支现状及基础货币投放》获校级典型实

验项目；
2014教学论文获年中国金融教育论坛唯一特等奖。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2018年获中央财经大学涌金教师学术奖；

2017年获《世界经济年鉴2017》中文论文“世界经济”总榜TOP10，“全球
宏观”第1名。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与金融稳定”（国家
级）。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3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574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0

姓名 张宁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金融科技概论、机器学习与模式识
别

现在所在单
位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6年7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生命质量与健康管理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大数据驱动的动态健康量化管理和应用研
究”（省部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风险量化与保险业发展指
数体系研究”（省部级）。



 

 

 

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设备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3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72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0

申报专业
副高及以
上职称(在
岗)人数

15 其中校外
兼职人数 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154（台/件）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95.1846

学校名称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中央财经大学 计算机（一体式) 戴尔 61 2017年

中央财经大学 计算机 联想 65 2013年

中央财经大学 投影仪 爱普生 3 2014年

中央财经大学 触摸屏 希沃 1 2014年

中央财经大学 交换机 48口 4 2014年

中央财经大学 无线网桥 2 2016年

中央财经大学 创维电视 2 2013年

中央财经大学 DID工业屏 6 2013年

中央财经大学 图形工作站 1 2013年

中央财经大学 监控摄像头 1 2016年



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一、学校定位 

中央财经大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科学研究为引领，以服务

国家与社会为己任，以传承与增进人类知识、文化为使命，促进人类文明成果在不同国家、

民族之间交流和共享，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前向上发展的重要力量。 

学校秉持“求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精英人才。 

到本世纪中叶，即学校建校一百周年时，将中央财经大学建设成在全球范围内有重要影

响的国际名校。 

二、金融科技人才需求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金融领域的

运用，产生了新的金融模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金融科技概念随之出现。中美等

国的众多大型金融科技公司进入了支付和借贷、保险、分布式账户技术（DLT）和财富管理等

业务领域，涌现出了网络信贷、智能投顾、批发支付创新、加密货币等金融科技形式，改变

了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生态和发展模式。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

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等先后成立了专业化的金融科技公司，通过金融科技创

新引领银行创新与发展。 

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将“金融科技”界定为：金融科技是由技术驱动的金融创

新，并且这些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商业模式、技术应用、业务流程或创新产品，从而对

金融服务的供给产生重要影响。借助于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金

融科技通过辅助金融产品和金融解决方案的设计，扩展了金融活动及金融体系的内涵，提升

了金融服务效率，推动了金融创新，促进了金融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提高了金融行业

的技术水平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金融业发展趋势决定了市场对金融科技人才的需求规模迅速增长，根据第三方调查机构

的数据，中国 2017年金融科技人才缺口高达 150万人；根据 2018年北京金融街论坛发布的

研究报告，当前金融科技专业人才的供需缺口达 75%。在金融科技创新快速发展的深圳、杭

州、成都等地，金融科技人才需求更加旺盛。而金融科技人才的培养刚刚起步，2016年起，

MIT、香港中文大学等国际顶尖高校开始陆续设立金融科技专业本科项目；2017年，国内高

校开始设立金融科技本科专业。金融科技人才远远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三、金融科技专业筹建情况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科是学校传统优势学科，在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居于全国领先地

位。2015年，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借助承接北京市属高校金融学（互联网金融方向）本科



双培项目的契机，紧跟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潮流，建设了互联网金融概论、互联网金融平台等

多门课程，初步为金融科技本科专业建设奠定基础。2017年，金融学院成立金融科技教学机

构——金融科技系，推进金融科技专业和相关课程的建设。经过一年筹备和多方调研论证，

金融学院最终确定金融科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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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论知识学习方面，金融学院联合学校信息学院、统计与数学学院的师资力量，陆续

开发并讲授多门金融科技领域的专业核心课程，能够使学生建立金融科技专业知识结构体

系，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已经与建信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兴业数字

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达成合作备忘录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

金融科技实验室建设、实习实践基地建设、教师实训与团队建设、课程开发与建设等方面形

成了合作共建意向，通过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的培养模式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在专业建设资金

投入方面，兰州银行将在未来 5年持续投资支持金融科技专业建设，平均每年投入大于 500

万元、累计达到 2500万元，为专业建设奠定基础保障。 

目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正在逐步形成金融学、金融工程和金融科技三个专业相互

支撑又各有侧重的“一体两翼”式专业发展布局。其中，金融学作为“一体”是金融学科体

系的主体，主要研究金融活动的一般规律，延续了社会科学到经济学再到应用经济学的学科

研究体系和方法体系；金融工程和金融科技是“两翼”，是以金融学科为母体，融合了信息

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型交叉学科，国际化程度高，具备争创世界

一流的条件。金融科技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将有助于为国家金融管理、金融安全、金融风险

防控培养高端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表

 

 

金融科技专业学分制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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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培养要求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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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的基本工具，具备从事金融相关实际工作的科学素养和基本技能，尤其是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的金融科学技术，把握金融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能够在工作中熟练开展计算

机编程、具有将科技手段应用于金融服务的能力；既有进一步学习深造的宽厚理论基础，又

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和创新意识；具备良好的品德操守、人文修养和社会责任意识，具有较强

的实践能力和良好的综合素质。 

三、学制、学分及学位 

本专业基本修业年限为 4 年。 

本专业学生应取得 150 总学分。其中：课堂教学 141 学分，包括必修课 108 学分，选修

课 33 学分（其中专业选修课开设 65 学分，要求修满 23 学分，即金融模块至少 10 学分，科

技模块至少 11 学分，拓展模块至少 2 学分；通识教育选修课要求修满 10 学分，至少选修 3

个课程模块，每个模块至少选修 2 学分）；实践模块 9 学分。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四、实践教学环节 

本专业要求学生在 Python 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C++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

法、计量经济学、商业银行经营学、金融统计分析、现代统计软件、数据挖掘、区块链技术

及应用、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等课程完成实验教学环节；通过参与社

会实践、市场调研、创新创业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与专题报告等完成实践教

学环节。 

五、课程设置、学分及时间分配 



 

详见《金融科技专业学分制教学计划》。 

  



 

金融科技专业学分制教学计划 
各学期学分分配 学时分布 

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1 2 3 4 5 6 7 8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开课

单位 
备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3        46  8 马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       46  8 马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46  8 马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5     72  18 马院 

形势与政策 2  0.5  0.5  0.5 0.5  36   马院 

军事理论 1 1        26   国防 

思想

政治

与军

事理

论课 

小计 17 4 3.5 3 5.5  0.5 0.5  272  42  

 

大学外语基础/发展课程 4 2 2       72   外语 

大学外语交流 4 2 2       72   外语 

高等数学 10 5 5       180   统数 

高等代数 5 5        90   统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   4      72   统数 

Python 程序设计 3 3        36 18  信息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3  3       36 18  信息 

大学体育 4 1 1 1 1     144   体育 

专业指导与职业规划          36   金融 

公共

基础

课 

小计 37 18 13 5 1     738 36   

 

政治经济学 3 3        54   经济 

微观经济学 3  3       54   经济 

宏观经济学 3   3      54   经济 

会计学 3   3      54   会计 

金融学 3   3      54   金融 

计量经济学（实验） 3    3     36 18  金融 

统计学 3    3     54   统数 

C++程序设计 3   3      36 18  信息 

数据结构与算法 3    3     36 18  信息 

离散数学 3   3      54   统数 

必 
修 
课 

学科

基础

课 

小计 30 3 3 15 9     486 54   

 



 

金融科技专业学分制教学计划

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各学期学分分配 学时分布
开课

单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互联网金融概论 2    2     36   金融 

金融工程概论（双语） 2    2     36 2  金融 

公司金融 3     3    54   金融 

商业银行经营学 3      3   54   金融 

金融风险管理 2       2  36   金融 

大数据与金融 2     2    36   金融 

 

数据挖掘 3      3   36 18  统数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2      2   26 10  信息 

区块链技术及应用 2      2   26 10  信息 

软件工程 3       3  36 18  信息 

专业

主干

课 

小计 24    4 5 10 5  376 56   

 

必 
修 
课 

合计 108 25 19.5 23 19.5 5 10.5 5.5  1872 146 42   

“语言、文学与艺术”模块     

“历史、政治与社会”模块     

“哲学、心理与生活”模块     

“科学、技术与环境”模块     

“生命、地球与宇宙”模块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 

“创新、创意与创业”模块 

10 选课学分要求详见《总则》 

    

课程

名称 
详见

《通

识课

程一

览

表》 

现代经济金融研究方法 2   2      36   金融 

金融市场学 2    2     36   金融 

金融统计分析（实验） 2     2     36  金融 

国际金融学（双语） 3     3    54   金融 

行为金融学 2     2    36   金融 

证券投资学 2      2   54   金融 

金融计量学（实验） 2      2   18 18  金融 

互联网金融平台 2     2    36   金融 

电子金融 2      2   36   金融 

保险学概论 2       2  36   保险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金

融

模

块 

金融监管学 2       2  36   金融 

本模

块至

少选

修 10
学分 



 

金融科技专业学分制教学计划

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各学期学分分配 学时分布
开课

单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现代密码学 2    2     36   信息 

运筹学 2    2     36   金融 

计算机网络 2     2    36   信息 

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 3      3   36 18  信息 

现代统计软件 2     2     36  统数 

多元统计分析 2     2    26 10  统数 

Web 程序开发 3      3   36 18  信息 

Java 程序设计（双语） 3     3    36 18  信息 

金融科技概论 2     2    36   金融 

大数据方法与应用 2     2    18 18  管工 

监管科技 2      2   36   金融 

科

技

模

块 

智能投顾 2       2     金融 

本模

块至

少选

修 11
学分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2        18 18  信息 

中国金融史 2  2       36   金融 

社会心理学 2   2      36   社心 

金融热点专题 1    1     18   金融 

民商法通论 3    3     54   法学 

金融伦理学 1      1   18   金融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2      2   36   经济 

拓

展

模

块 

财政学概论 2       2  36   财税 

本模

块至

少选

修 2
学分 

专

业

选

修

课 

小计 23/65 2 2 4 10 22 17 8 0 962 190    

选 
修 
课 

合计 33/75      

劳动与安全教育 1 1          18  

创新创业实践 2        2   36  

毕业实习 2        2   36  

毕业论文/设计与专题报告 4        4   72  

 其 
他 

小计 9 1       8   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