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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科学进步与数据技术革新，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成为21世纪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对于高等财

经教育而言既是挑战，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着眼于经管类学科发展以及师资队伍

的现状，总结学科交叉背景下加强经管类师资队伍建设的必要性，并从学校层面、院系层面以及个人层

面提出经管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路径。研究结论对于经管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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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innovation of data technology, the inters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have become the trend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which is both a challenge and a rare opportunity for higher financial education. In this contex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isciplin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aculty, summarises 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aculty in the context of disciplinary crossover, 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 of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aculty from the level of the school, faculty, and indi-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19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190
https://www.hanspub.org/


张颖培 
 

 

DOI: 10.12677/ae.2024.142190 1239 教育进展 
 

vidual level.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have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acul-
ty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majors. 

 
Keywords 
Discipline Intersecti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aculty 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教师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直接参与人，教师的综合素养和能力影响着人才培养的成果，高校师资队伍

建设是“十四五”时期夯实教育现代化的重中之重。随着信息科学进步与数据技术革新，计算机技术与

实体经济之间不断融合，对于高等财经教育而言既是严峻挑战，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当下高等经管类

专业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对于经管类人才的需求，传统的专业教育已经落后于实务界，经管类人

才的知识框架以及专业技能开始被替颠覆或替代。经管类专业属于应用文科，受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

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影响尤为深入。 
不同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成为 21 世纪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经管类专业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的相关

研究也逐渐涌现。周守亮和唐大鹏(2019)研究指出，在智能化时代下，会计专业面临着从业财融合为基础

的财务共享服务向会计数字化赋能的财务云服务跃迁，这要求会计人才需要具备多学科综合专业知识[1]。
谭康业(2019)认为会计学科应与大数据的结合很有必要，并都针对不同培养重点提出自己的观点[2]。郑

军和孙铭昊(2019)指出高校金融类专业可以通过动态调整与跨专业融合的路径，促进专业的融合与协同

[3]。王维国等(2021)总结了东北财经大学经管类专业数值化升级改造的基本框架。研究指出，经管类专

业的数智化升级改造不是简单地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补丁式、表面化地附着于传统经管专业知

识体系之上，或者将其作为教育教学的工具和手段，而是通过建立与经管专业知识之间深层次的内在关

联，进一步为经管专业带来价值导向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4]。郑文涛(2018)分析了当前高校交叉学科建

设的制约因素，包括顶层设计欠缺、内生动力不足、评价体系滞后等[5]。 
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已成为整个高等教育的共识。新时期，社会对于经管类人才有着新的要求，而要

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培养杰出的专业教师。学科交叉背景下，新时期对于高校经管类专业师资队伍建

设会迎来新变化与新挑战。那么，学科交叉背景下，经管类专业教师需要具备哪些能力？经管类专业教

师通过哪些路径提升自身综合能力？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2. 学科交叉内涵与经管类专业发展 

2.1. 学科交叉的内涵 

学科交叉是指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现象。它包括学科间的相互借鉴、

相互合作、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等多个方面。从学科融合角度来看，学科交叉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

方法和理论相互融合，形成新的学科领域。从跨学科角度来看，学科交叉应是跨越学科界限，结合多个

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对于经管类专业来说，一方面，跨越学科的边界，能够为学生提供

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培养满足国家发展需求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学科交叉能打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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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学科之间的壁垒，不断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推动学科发展。 

2.2. 学科交叉融合之于经管类专业的独特价值 

学科交叉融合对于经管类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以下影响： 
第一，经管类专业属于应用文科，受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影响

尤为深入。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正在不断重塑经济社会和高

等教育新形态，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升级、智能化跃迁，加快经济管理知识和技能的淘汰与更新，

引发知识获取方式与传授方式、教与学关系的深刻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经管问

题的重要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更是经管专业人才知识架构和能力培养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内容。 
第二，拓宽专业教师和学生的知识领域。学科交叉使经管类专业教师以及学生能够接触和学习其他

学科领域的知识，如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大数据分析等。一方面，能够提升教师的

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和应用专业知识知识，使其在专业领域具备更广泛的知识

背景，也能学习到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进一步提升其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学科交叉，

经管类专业的学生能够接触到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和观点，从而培养出创新思维和跨学科思维能力。这

对于经管类专业学生来说，能够帮助其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经管类专业知识，提升其在职业发展中的竞争

力。 

2.3. 经管类师资队伍现状分析 

表 1 是高等教育经管类专任教师现状。由表 1 可知，当前经管类专业教师人数较多，占当前高等教

育专业教师数量的 14.01%；其中，经管类初级和未定职级的教师人数占比最大，分别占初级高等教育教

师数量和未定职级高等教育教师数量的 16.78%和 16.89%；经管类专业教师的职级较低，教师队伍还有非

常大的上升空间。据调研，多数地方高校，特别是民办高校经管类专业教师团队的学科背景单一，教学

和科研团队主要还是以经济管理学科出身者为主。经管类教师中精通大数据专业知识的师资在一定程度

上比较匮乏。这一问题成为制约这经管类学科发展乃至人才培养的短板。 
 

Table 1. Number of Full-time teachers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unit: person) 
表 1. 高等教育经管类专任教师现状(单位：人)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未定职级 总计 

经济学 11,501 27,762 33,994 10,224 82,63 91,744 

管理学 17,601 46,978 65,202 22,174 17,337 167,787 

总计 244,005 556,711 706,607 193,048 151,562 1,851,933 

占比 11.93% 13.43% 14.04% 16.78% 16.89% 14.01% 

注：数据来源于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3. 学科交叉背景下加强经管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必要性 

3.1. 探索教师发展和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提倡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发展。科技与经管类学科的交叉融合能够推动经管类学

科的创新与发展。加强经管类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培养具备科技和经济管理方面知识背景的教师，可

以促进学科之间的融合和创新，推动经管类专业知识与理论在科技和经管领域的应用。因此，学科交叉

背景下，探索经管类教师发展和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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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视教师发展和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构成影响大学育人结果的核心要素 

加强经管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可以培养具备创新思维和跨学科能力的教师，他们能够将最新的理念

和创新方法引入教学和研究中，拓宽学生的知识和技能。 
一方面，拥有跨学科背景的教师能够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

新思维。另一方面，拥有跨学科背景的教师能够提供更多多样化的课程和研究领域，使学生能够选择适

合自己兴趣和发展方向的学习内容，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职业发展。 

3.3. 教师具备多学科专业素养是高校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各个学科领域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日益增加，跨学科合作和交叉融合的

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教师具备多学科专业素养对于高校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教师具备多学科

专业素养可以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学科交叉融合。这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

之间的跨界创新和合作，推动学科的发展和融合。其次，教师具备多学科专业素养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和

方法，提高教学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他们可以更好地整合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为学生提供更具有综合

性和前瞻性的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最后，教师具备多学科专业素养可以促进跨学科的科研合作和

创新。他们可以更好地在不同学科领域展开研究，探索复杂问题，推动科研成果的跨学科应用和转化。 

3.4. 教师个体发展的内在需求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单一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已经难以满足复杂问题的解决和创

新需求，学科交叉成为教师个体发展的内在需求。首先，通过学科交叉，教师可以接触到其他学科领域

的知识和方法，拓宽自己的学科视野，促进对复杂问题的全面理解和解决能力。其次，学科交叉可以促

进教师的创新思维，激发跨学科思维方式，促进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碰撞，从而产生更多创新性的思考

和解决方案。最后，具备跨学科背景的教师在教学、科研和职业发展方面都会更具竞争力，因为他们可

以为学校和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学科知识和技能。 

4. 学科交叉背景下经管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路径 

4.1. 学校层面 

第一，制定教师培养与培训计划，提供跨学科培训。结合经管类专业教师自身的学习经历，制定个

性化岗前培训以及教师的成长方案。同时，学校可以组织跨学科培训课程，帮助经管类专业教师了解其

他学科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提高他们的跨学科能力。 
第二，创新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管理体制对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起到保障作用，也是教师能力提升

的保证。首先，学校可以调整教师的评价体系，将跨学科研究和教学工作纳入绩效评价范围，提高这方

面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科交叉合作。其次，学校可以建立奖励机制，对积极参与学科交

叉合作的经管类专业教师给予奖励和荣誉，以激励他们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教学活动。最后，从学校

层面规定聘任的部分研究人员不隶属于单一的系或专业。在国外，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杜克大

学等为代表的高校，早在 20 世纪末期就开始实施跨学科聘任计划或者教师集群聘任计划。 
第三，建设推动学科交叉的公共平台以及教师团队。学校可以建立跨学科合作平台，包括学术交流

会议、研讨会、跨学科研究中心等，为经管类专业教师提供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学校可以组建跨学科的

教师团队，由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师共同指导学生的研究项目，促进学科交叉合作。例如，东北财经大学

从学校层面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整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等人工智能、大数据支撑专业，以突破学

科壁垒，组建跨学科的教师团队，建设动学科交叉的公共平台。不断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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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向经管类学科专业渗透融合的公共平台职能，服务全校学科专业的结构优化与改造升级[4]。 

4.2. 院系层面 

第一，鼓励教师参与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活动，例如与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计算机等相关学

科的教师合作开展研究项目。这有助于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和专业水平。 
第二，提供继续教育和培训机会，院系可以为教师提供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使其不断更新知识

和提升教学能力。同时可以组织专业培训课程、学术讲座、国际学术交流等活动。 

4.3. 个人层面 

第一，教师应该具有开放的思维，认识到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对于经管类专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教师应该尊重并欢迎不同学科领域的观点和思想，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第二，教师应该树立跨学科合作意识，意识到学科交叉融合可以为经管类专业带来新的思路和方法。

积极支持和参与跨学科合作项目，促进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第三，教师可以积极推动学科交叉研究项目的开展，鼓励学生和同事们跨学科合作，共同探索不同

学科领域的问题和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学科交叉并不意味着要每位经管类专业教师都精通各个学科，而是教师自身真正认

识到学科交叉融合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思考如何主动加强相关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5. 结论 

学科交叉背景下经管类师资队伍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学校、院系、教师个人等各个层面展

开建设。从学校以及院系层面，不断探索经管类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之间双向交流的机制，加强人才制

度和政策创新，推动师资队伍焕发新活力，满足经管类专业数智化升级改造对师资队伍的需求，实现全

方位协同育人的师资队伍建设。从个人层面，教师应该主动打破学科壁垒，具有合作意识和资源共享意

识，认识到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对于经管类专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只

有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动而又协调一致地运行，才能建设一支创新意识强、师德水平高、人文素养好、

学习效率高、教学水平高、协作精神好的经管类师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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