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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great 
challenges to compute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computer profession is get-
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computer profes-
s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times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A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area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Beijing's computer specialty is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of talent training. The computer science majors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olleges in the capital region must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constantly reform and enhance their own strength, so as to better contribute to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apital’s various undertaking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ality, permeability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bined with the location 
advantages of the capital reg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computer majors in the capital finance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develop training programs and curriculum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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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给计算机专业教育既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计算机

专业实践教学越来越受重视；另一方面，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以适应新时代发

展对培养人才的需要。首都地区作为全国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其计算机专业承受的人才培养

压力日益增大。本文在人工智能视域下，将人工智能普适性、渗透性、应用性强的特点与首都地区的区

位优势和财经院校的学科特色结合起来，针对首都地区财经类高校的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进行教学

改革研究和设计，使其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改革和提升，为科学制定实践教学培养方案和实践教学课程体

系提供了有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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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最早是由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所提出，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研究运用

计算机模拟和延伸人脑功能的综合性学科，对它的研究涉及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语言学、神经生

理学等诸多的学科及领域。人工智能的研究、应用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方向。

同时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人工智能的不少研究领域如自

然语言理解、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智能检索、机器人技术、人工神经网络等都走在了计算

机技术的前沿，有许多研究成果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并对人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在人工智能视域下来研究计算机专业的发展是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和趋势的，也是新时代赋予的使命。 

2. 在人工智能视域下研究首都财经类高校计算机专业践教学体系的意义 

在人工智能视域下进行研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2018
年 10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

表讲话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

效应。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 
在人工智能视域下进行首都研究是有示范意义的。北京市为了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领先优

势，出台《加快科技创新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的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0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

应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部分关键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并形成若干重大原创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标

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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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视域下进行人才培养研究具备市场、时代和社会意义，是符合市场规模、产业发展趋势

和岗位需求的。据前瞻产业研究院《人工智能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2017 年中

国 AI 市场规模为 216.9 亿元，同比增长 52.8%，预计未来几年将延续这一增速，到 2020 年有望超过 700
亿元。其中，预计 2020~2035 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大幅扩大，并带动相关产业高速增长，预

计到 2035 年，人工智能有潜力拉动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上升 1.6 个百分点[2]。同样，BOSS 直聘数据显示，

2018 年八成人工智能岗位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和广州五大城市。北京以 40.3%的占比遥遥领

先，较其他城市有数量级优势[3]。2016 年第一季度(Q1)到 2018 年第三季度(Q3)的人工智能 ABC 人才需

求走势是越来越多，且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I ABC talent demand trend from q1 of 2016 to q3 of 2018 
图 1. 2016 年 Q1~2018 年 Q3 人工智能 ABC 人才需求走势 

 

综上，由于智能机器的诞生，改变着传统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方式，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

式，改变着社会对所需人才的知识结构需求，进而影响到人才培养和就业。因此，在人工智能视域下，

研究人才培养，对传统的人才培养进行调整，尤其是对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进行研究改革，培养创

新智能人才，正是迎合了国际趋势、国家战略、首都发展和社会需求。仅就迎合未来的首都智能人才需

求来看，已经成为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事情。 

3. 首都财经类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现状调研 

之所以选择首都财经类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体系进行研究，主要在于本研究依托单位属于财经高校，

具备现实意义。而财经高校的计算机专业与普通综合性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的侧重点有着明显不同。显然

在专业本身实力方面，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一般不如理工科高校，但是财经高校的计算机专业依托其单

位的财经实力，其计算机专业在财税、金融、经济方面的开发和应用及其人才培养有着明显的特色，进

而其相应实践教学体系也有着自己的特点。下面本研究以首都地区的财经类高校为例进行调研。涉及的

高校主要有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本文选取了这三所院校作为研究

对象。其中，中央财经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选取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作为研究对象，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选取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作为研究对象。根究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大数据技术专业属于计算机类，同时它更强调计算机和统计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选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大数据专业这个计算机大类下的专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于调研计算机专业发展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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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工智能视域下首都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 

3.1.1. 人工智能内容更新不足、特色不明显的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知识的信息量急速增长，知识的更新换代变得非常频繁。知识可分为两

种：一种是硬知识，一种是软知识。硬知识是相对固定、变动不大、持久力较长的知识，而软知识是不

断变化、稳定性不高、流动性较快的知识[4]。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个专业，人工智能课程的深度和广度

都在不断进化，而相应的实践教学体系的内容未能及时跟上这种变化。 
目前总体来看，关于智能科学与技术成熟的教材不多，课程体系需要不断根据学生和社会的需求做出调

整，又加上人工智能科学本身的发展探索与实际应用现在处于同步发展阶段，决定了专业老师必须通过不断

学习及时淘汰过时软知识，并将经过时间检验的软知识转变为相对稳定的硬知识以适应知识的更新、发展。 
作为首都财经高校的计算机专业，在其实践教学体系设计方面，要考虑到首都区位优势以及财经特

色，而现有的实践教学体系在这个方面的体现不足。另外，人工智能相关内容比较深奥，在实践课程安

排上，要特别关注内容协调和衔接的问题。 
综上，从人工智能视域下来看首都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存在体系不够灵活、统一协

调性不足、针对性不强、特色不够明显的问题。 

3.1.2. 体系设置整体科学性不足的问题 
从人工智能视域来看，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把握是需要根据人工智能产生的条件和时间来看的；计

算机专业也有自己的发展条件和阶段；首都财经的背景需要体现，这些都决定并影响着计算机专业的实

践教学体系的结构。现有的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传统上往往参考理工科院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而来。而实际上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学生生源，首都财经高校和理工院校都有很大不同。因此完全

参考理工院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有问题的。另外，无论是从人工智能视域还是从首都财经特色

出发，单纯进行实践课程或内容增减，都会导致体系设置整体科学性不足的问题。例如，在人工智能视

域下研究和学习计算机专业，则对数学等基础学科的要求比原来更高一些。如果学不好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就很难理解贝叶斯分类器；同样，要学好线性回归模型就必须熟练掌握线性代数中矩阵变换的方法和

运筹学中求解优化问题的思想。由于实践教学体系整体科学性不足，会对学生的学科整体认知、内容的

全面把握、实践能力的提升产生一定的影响。 

3.2. 人工智能视域下首都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经验 

三所首都财经类高校的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都很好的结合了学校自身的学科优势。中央财经大

学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中开设了很多财经类课程供学生们选修。比如中央财经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

生可以选修金融、会计。智慧金融和智能会计的出现为同学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计算机实践教学体系中则将计算机与大数据融合，开设大数据专业，这种方向办学模式方向性

非常明确——就是将自身的财经学科优势与计算机新技术相融合，从而提高本专业的竞争力。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则创建了多个实践平台融于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中，如：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量化金融中

心、计算交通科学研究中心、软件研发中心，这些实践平台为同学们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极大的破

解了“只懂理论，不懂操作”的难题。 

4. 人工智能视域下首都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4.1. 人工智能视域下首都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之培养目标研究 

任何一个实践教学体系都是受其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约和影响的。人才培养目标决定着计算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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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践教学的最终目的，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中的课程设置和顺序都要服务于人才培养目标这个最

终目的。要想透彻分析或理解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结构及其科学性，就必须对其培养目标进行研

究。因此，本团队调研了首都三所财经高校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培养目标。 
比较图 2 所示三所首都财经类高校计算机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发现，三所高校的共同特点都是：

在掌握计算机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财经学科优势培养复合型高级人才[5]。设定这样的培养

目标，体现了三所高校立足于自身的优势，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自身财经类高校特色，

同时也彰显自身所具有的财经类学科优势。这样的培养目标契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Figure 2. Training objectives of computer major in three capital financial colleges 
图 2. 三所首都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的培养目标 

4.2. 人工智能视域下首都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之课程研究 

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核心组成是课程，因此，要研究人工智能视域下首都财经高校计算机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就必须研究其课程，包括课程设置和顺序等。经调研，围绕培养目标，三所高校计算

机类专业开设的课程[5]大致分为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四类，由于公共课(主要

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数学、英语等课程)和专业基础课(入门课程)实践性弱，在此不做分

析。下面主要针对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来进行比较分析。专业必修课的作用是使学生

具备坚实的计算机技术硬、软件知识和实践技能。专业选修课主要发展学生不同方向兴趣的实践课程。

不同高校选修课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三所高校都充分的结合了自身财经学科的优势，将财经学科纳入计

算机类专业的选修课以发挥财经优势培养特色复合型人才。下面就实践教学体系中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进行比较研究。 

4.2.1. 实践教学体系中的专业必修课设置比较研究 
计算机专业知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人工智能视域下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仍然离不开这些专业

知识，而且在某些人工智能相关基础课程方面还有加强。比较图 3 所示三所高校计算机类专业的必修课

可以发现：三所高校开设的必修课都很好的包括了计算机类专业基础课程。比如，都开设了计算机组成

原理、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等计算机类的基础课程。同时我们也发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设

的必修课包括了很多关于数据处理的课程，如：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分析、Python 与大数据分析等。这主

要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计算机类开设的专业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有关。 

4.2.2. 实践教学体系中的专业选修课设置比较研究 
研究、比较图 4 所示三所高校开设的专业选修课[5]我们可以看出： 
1) 三所高校都推出了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推出的《人工智能(英语)》、《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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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与数据挖掘》，中央财经大学推出的《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财经数据智能分析与处理》，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推出的《推荐系统原理》、《智能计算》等。 
2) 三所高校计算机类专业在人工智能领域都遵循“结合自身优势学科，发挥自身特长”的原则。 
3) 三所高校又有所不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更传统一些，所开设的课程也更加传统一

些。这也正是其在人工智能视域下进行教学改革的需求之一，这几年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计算机专业

每年都会进行调研并据此进行培养方案的调整，正处于改革调整优化的路上，比如开设了《商务智能与

数据挖掘》课程、全找类系列课程等；中央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在人工智能领域，

特别是财经与人工智能的结合的步伐迈的更大一些。 
 

 
Figure 3. A comparison of the professional compulsory courses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computer major in three 
capital financial colleges 
图 3. 首都三所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之专业必修课设置比较图 
 

 
Figure 4. A comparison of the professional elective courses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computer major in three cap-
ital financial colleges 
图 4. 首都三所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之专业选修课设置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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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以上三所财经类高校的计算机类专业突出优势就是能够结合经济、管理、金融等相关领

域知识，把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与各行业、各业态以及服务、创新相融合。三所高校的计算机专

业教学体系以计算机、统计、金融等学科融合贯通为突破点，实现在计算机、金融、大数据等领域相结

合，在数据挖掘、用户画像、智能推荐等方向，为新时代培养出所需人才。 

5. 对首都财经高校人工智能视域下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思考 

5.1. 建设灵活、协调、统一且有针对性的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几个层次：科学研究型、工程型和应用型。科学研究型以知识创

新为目的，重在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系统结构研究等理论性人才培养；工程型重在基本理论基本

原理的综合应用，既要考虑系统工程的性能，还要考虑建造系统工程代价；应用型主要培养的是掌握各

种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功能和性能，善于集成和配置系统，熟练管理和维护复杂信息系统的运行等人

才[6]。不同院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不同，就业向导不同，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办学条件和自

身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 
根据财经高校以往的统计数据，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毕业后去银行、证券等金融领域的有很多；与此

同时，很多金融机构都希望招收具有金融、经济和计算机双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越来越看重

计算机技能实际能力。这与我们培养具有金融、经济背景特色的计算机人才不谋而合。 
人工智能视域下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以计算机、统计、金融等学科融合贯通为突破点，实现在

计算机、金融、大数据等领域相结合，在数据挖掘、用户画像、智能推荐等方向，为社会培养出所需人

才，使得学生顺应时代的发展。 
为了避免计算机实践教学模式的“一刀切”，建设“灵活、协调、统一且有针对性”的计算机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使得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特色更加鲜明，有利于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能力的提高和促进专业

的发展。 

5.2. 人工智能视域下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和发展 

乱花渐欲迷人眼，近十年 IT 行业高速发展过程中难免会泥沙俱下，各种名词层出不穷，各种观点不

断涌现。作为承担着为国家培养未来栋梁的高校必须要具备“一双慧眼”——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从人

工智能视域看，人工智能的产生需要三个条件：1) 存储能力、计算能力强大的硬件条件；2) 相匹配的算

法；3) 充足的数据资源。由于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机器自学习的过程。机器学习包括两大模块：一是数

据来源，即大数据；二是数据处理方式，即机器学习算法，机器在自学习过程中两大模块同时运行。深

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研究中的全新领域，主要为建立、模拟人脑进行分析学习的神经网络，它模仿人脑的

机制来解释数据。它本质上属于计算机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认识了人工智能的本质，我们就应该

正本清源，抓住人工智能这个计算机专业二级学科的核心要义。明确作为财经类院校，在人工智能视域

下计算机专业要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根据北京市发展需求，结合中央财经大

学和对外经贸大学的成功经验，探索、形成符合首都财经类高校自身实际的培养模式。 

5.2.1. 人工智能视域下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培养目标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取有舍”的

原则，培养研究型、复合型人才以适应国家和首都地区发展的需求。 
具体来讲就是培养：系统地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知识自我更新和不断创新的能力，具备较强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实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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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与设计开发能力，并能够结合经济、管理、金融等相关领域知识，将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与各行业、各业态及服务创新相融合，成为能在开发、科研、咨询等多领域工作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 

5.2.2. 人工智能视域下财经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课程优化 
1) 人工智能视域下课程优化总体原则 
a) 分段推进。按照通识教育、专业学习、能力拓展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组织教学活动，妥善处理好

基础与专业、先导课与后续课、理论与实践等的关系； 
b) 实践性原则。结合本专业培养目标，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充分利用包括“量化金融中心”等在内

的学校的各种实践平台。 
 

 
Figure 5. Optimized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 computer specialty i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图 5. 优化后的首都经贸大学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图 
 

2) 人工智能视域下计算机专业课程内容优化 
根据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我们设置了六个课程模块：通识教育必修课、通识教育选修课、学科

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实训课。 
a) 通识教育必须课。在该模块中，我们设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数学、英语等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科学、人文素养和政治理论基础。 
b)通识教育选修课。该模块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创业创新与就业类、哲学与伦理类等。通识教育选

修课时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跨学科、跨专业的选修课程。目的是引导学生涉猎不同学科领域、完善知识

结构，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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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学科基础课。在该模块中，主要开设计算机科学导论、模拟与数字电路、离散数学、数据结构、

计算机原理与汇编语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与开发等。通过这些课程培育学生计算机科学基本素养的培

养，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 
d) 学科必修课。在该模块中，主要设置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Web 框架与应用、

软件工程等计算机专业的核心课程。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旨在进一步培养本专业学生计算机科学素养

和人工智能基础素养。 
e) 学科选修课。依据我校学科优势，开设微观经济学(等经济、金融学科)、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

大数据开发技术、人工神经网络等课程，进一步拓展学生的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专业能力。继承现有的课

程体系主体框架，同时对计算机专业课程体系进行优化。 
f) 完善实践环节。继续打造好、利用好“量化金融中心”、“计算交通科学研究中心”、“软件研

发中心”各种实践平台。努力解决学校培养和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 
基于上述优化思想，我们优化后的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如图 5 所示。 

6. 结束语 

人工智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在新时代，首都

地区财经类高校计算机专业积极拥抱时代发展，在人工智能视域下不断探索和推进计算机专业的发展，

同时避免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发挥自身特长将计算机专业和学校优势学科相融合，使首都财经类

高校计算机专业既有时代性又有自身特色，使学生的学习具有针对性和方向性，从而提高学生在就业市

场上的竞争力，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和首都地区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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