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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创新创业已经成为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也将创新创业人
才的培养作为重要方向，在多次会议中都强调为这类人才的培养营造良好的环境，进一步激活整个社会在创新创
业上的动能，为人才的培养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在我国金融行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对创新创业人才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本文就基于创新创业的视角，肯定了金融人才培养的价值；并认识到当前我国在这类人才培养上存
在着理念缺乏、平台落后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关注人才的发展诉求，找到可行的改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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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提出以来，对现代化人

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的方向，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创业能
力、素质的人才作为社会发展的支持。但结合实际情况来
看，长期我国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都采取了细分化的模式，
造成了人才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在处理问题时视野受限的局
面，严重影响了人才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而从金融人才培
养的角度来看，创新创业的整体环境不仅要求金融人才夯实
自身的基础知识，提高自身对金融投融资行业的分析能力，
还需要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能够在行业内突破创新，主动
迎接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的发展。

一、创新创业视角的解读与金融人才培养的价值
（一）创新创业视角的解读
我国创新创业工作的开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新

时代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创新创业更被视为推动社会、经
济发展的持续动能。因此，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对“双创”的
关注度，并以人才作为驱动力，为社会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生
机活力。

创新创业是我国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所制定的驱动战
略之一，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在２０１７年１月，国务院
就教育事业的发展制定了“十三五”的规划，从可持续发展的
角度入手，将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视为有效的路径。对此，
为了积极加入到我国高等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教育工
作开展的队列，在全国范围内，各大院校都积极推进了大创项
目的进行，打造了与人才培养相关的创新创业项目训练计划。

与此同时，我国双创事业也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关键阶
段，呈现出了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的趋势。在创新创业的相
关行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尝试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开展探索
活动，并关注各行各业向科技化、数字化、高端化的方向发
展。国家、社会不断加深了在科技研究与试验发展等方面的
投入，使得我国创新创业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强大的支持。但
结合目前创新创业在人才培养上的工作来看，人才的转化率
相对较低。

（二）创新创业视角下金融人才培养的价值
从创新创业的视角来看，金融人才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创新创业视角下金融人才的培养有助于我国金融

业融入、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的发
展规模不断壮大，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多个市场
百花齐放，对于人才在数量、质量上的要求不断提升。自我
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资金融机构以大规模的趋势进入国
内市场。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仅上海在２０２３年的持牌金融机
构总数就达到了１７３６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为５３９
家，占据了总数的三分之一。相对于国内部分中小型金融机
构而言，外资金融机构在市场运作机制、服务体系、管理模
式、人才队伍、资金实力以及金融服务、创新能力等多个方面
都有显著的优势，这也对我国金融行业的稳定快速发展带来
了强烈的冲击。单从管理、技术等方面的革新已经无法满足
金融全球化市场的现实诉求，需要充分发挥人才在多个方面
的优势，鼓励金融人才的个性化发展，包括培养数字型人才、
金融科技人才、基层营销推广型金融人才等各种类型的人才。

另外，在创新创业的现实背景下，金融人才的培养有助
于提升我国金融的竞争力。从我国金融企业，乃至整个金融
市场的发展来看，人才都扮演了基石的重要角色。相对于一
般的金融人员，金融人才往往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能够在
动态的、多元的、开放的格局之中主动迎合环境及市场的变
化，以多层次、多角度的逆向思维去寻求我国金融发展的新
出路。金融人才也能从专业的角度入手，做到“勇于实践，锐
意创新”，在拔高自身科研能力、技能水平的基础上，为我国
金融行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二、创新创业视角下金融人才培养的诉求
在“双创”背景的影响下，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对金融人

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诉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人才复合能力的培养诉求。在创新创业背景下，金融

行业的发展与科技实现了紧密的融合，衍生出了各种类型的
创新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这也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发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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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强烈的冲击。对此，金融人才需要在把握整体趋势的基
础上，培养自己的素质能力，将自己发展成为复合型的金融
人才，这种能力包括跨学科、跨专业、国际化、全球化等多个
方面。

对创新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诉求。在当前金融行
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各类金融机构在产品设计、业务模式
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突破创新。与传统的金融行业发展相
比较，金融的科技化发展往往具备融合性、应用性等多个方
面的特征，因此金融人才不仅需要从技术、服务等方面进行
更新，还需要准确分析判断现有的金融科技政策、发展趋势
等，提高对各项金融业务、技能的应用能力，能够更加灵活地
运用各种专业知识去应对、解决实际的问题。

三、创新创业视角下金融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问题
创新创业的现实背景对金融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在当前阶段，创新创业呈现出了专业化、多元化的发展
趋势。因此，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教育机构、金融企业也逐
步认识到了创新型、复合型金融人才在培养上的整体价值，
构建了相对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在
创新创业的视角下，目前金融人才在培养上出现了一系列的
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人才培养体系缺乏创新理念的融入
为了推进金融人才的成长发展，高等院校在双创政策与

理念的带动下，对原有的人才培养方向进行调整优化，对现
有知识体系、能力培养加以拓展完善。长期以来，高等院校
虽然认识到培养金融人才的价值，但将精力视角主要集中在
知识技能的讲授上，与“双创”的现实背景相违背，无论是在
理念上，还是在体制的构建上都处于滞后的状态。在现实背
景下，金融人才的培养需要创新创业理念的融入，以此来不
断强化学生创新创业的实践能力，获得更多的外部力量作为
支持，保证金融人才在培养质量上的强化推进。

（二）未构建专门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在创新创新背景下，无论是高校，还是教师，不仅需要更

新现有的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同时在教学活动实施的过程
中，还需要逐步加强对学生在创新创业实践指导环节的专项
指导，不断加强在软硬件等相关设施设备上的投入。在此过
程中，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的构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单
从理论的角度入手开展教学，将不利于学生在创业创新、探
究学习等多种能力、精神等方面的发展，对学生主动融入不
断变迁的金融环境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但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目前高校在经费的投入等方面依
然存在限制，现有的平台软件在功能与应用上具有一定的滞
后性，无法帮助金融专业学生真正了解市场先进技术的运用
与发展趋势，也不能为学生了解金融行业、岗位工作提供一
定的支持。这种技术的局限造成学生只能根据教师的要求
完成相关操作，按照规范要求去开展模拟演练、辅助学习，直
接影响了创新创业背景下金融人才的培养水平。

（三）现有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
在推进创新优秀金融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师资力量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只有保证优质的师资力量，才能促进创新创
业教育等相关工作的开展。但当前金融市场与行业处于瞬
息万变的状态，很多教师在培养金融人才时并未深化对当前
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创新动态的了解与分析，并不具备
良好的实操能力，造成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带动成为表象，无
法真正将创新理念与相关技能融入金融专业课程之中，对金
融专业创新人才在问题解决与分析能力的培养上也处于滞
后状态；加上教师能力、素养的匮乏，很多教师在金融人才的

培养上依然是以传统的理论课程为主，无法为学生提供参与
创新创业的实践机会。除此之外，存在部分教师缺乏足够的
理财知识、市场经验，因此在向学生介绍投资理财产品时，难
以真正与金融市场的现实情况接轨。

（四）校企创新创业在合作上缺乏足够的深度
金融人才的培养需要企业、学校联合发力，通过教育培

养资源的整合，为学生提供更加稳定的平台。近年来，为了
培养市场型、综合型的金融人才，部分高校也逐步加强了与
企业之间的合作。但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目前所推行的
校企合作在政策的落实上存在问题，诸多企业并没有认识到
合作的价值，也没有构建配套措施，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与
指导服务。

与此同时，现有的校企合作绝大多数都是自发性的，并
没有在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规范，也没有发展成
校企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的、自觉和规范管理的教学有机整体
活动。正是因为如此，学校与企业之间就出现了立场、目标、
诉求等方面的差异与矛盾，造成人才培养上的合作利益难以
协调。另外，很多企业虽然为学生提供了就业实践的岗位，
但并没有加强对学生创新创业等综合素养发展的关注度，对
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较为严重的阻碍。

四、创新创业视角下金融人才培养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创新创业工作的开展

得到了稳步的推进，对金融行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增加了对相关人才的诉求。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
创新创业背景下，就金融人才的培养、方案的制定还存在较
为明显的问题，若想改善现有情况，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构建创新创业的人才培养体系
金融人才的培养需要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结合实际

诉求构建人才培养体系，保证培养目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并能根据现有人才结构，将金融专业知识、双创教育的方案
融入其中，提高对各类资源的调用水平，为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体系的构建奠定稳定的根基。在此过程中，无论是高等院
校，还是相关单位都需要持续加强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并鼓
励教师更新传统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等，能够在相关专业
课程中融入“双创”元素，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入手，对现有的
金融人才培养方案加以改进完善。在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完
善的过程中，师生需要共同开展出基本的路线———以创新创
业项目为主线、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引诱。除了确定主
要脉络以外，还需要逐步构建专业的管理监督体系，制定相
关的配套规章制度，为各项人才培养、教育工作的开展带来
更多的保障。

（二）优化线上先进教育资源平台
在推进金融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先进的技术平台发挥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优
秀教育资源平台能够打破现有线下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限，学
生可以根据自身的诉求、能力的发展方向去自选课程，构建
广泛的、动态的课程体系。为了构建专业的教育资源平台，
首先需要加强校企之间的紧密合作，在线上线下、校园内外
实现金融人才培养工作的紧密衔接，使得学生能够切实体验
真实的工作环境，获得更为真实的实践体验。另外，还可以
灵活运用慕课、微课等各类资源，由此来为学生搭建与众不
同的精彩课堂。在现代化信息资源的运用上，灵活运用多媒
体平台、多元化的网络资源，调动学生在金融知识、技能学习
上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不仅如此，学校还可以多开展线上答
疑、金融沙龙等各种活动，让更多人才真正参与其中，提高自
身的综合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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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强大的师资队伍
金融人才培养水平的拔高需要高效优质、专业化水准的

教师团队作为支持。对此，高校首先需要从教师能力的拔高
入手，就教师在创新创业等方面的教学理念进行专项性的拔
高，推动教师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努力拓宽自己的眼界，把
握当前我国金融行业创新发展的整体趋势、对创新人才的现
实需求；高校应该将青年教师作为激励引导的重点对象，鼓
励这些教师融入金融创业实践之中，在拔高自身能力的同
时，实现个性化的成长发展，以创新思维为人才培养注入源
源不断的动能；除此之外，高校还应该为金融专业教师提供
更多挂职锻炼的机会，让教师融入实践、融入创新，并将自己
的经验融入教学之中。

（四）深化校企之间的紧密合作
在培养金融管理创新人才的过程中，金融企业、政府等

主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校应突破现有人才培养机制的
限制，加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以市场对创新人才
的诉求为目标，对现有金融专业的课程进行创新调整，丰富
教育资源，为金融专业创新人才的培养找到更为明确的方
向；高校还可以与金融机构共同开展技能比赛，发挥学生在
比赛中的能动性、主动性，实现创新成果的积极转化；高校还
可以就金融专业创新人才的培养与企业展开深度合作，以创
新创业项目作为驱动，调动学生在实践项目之中深化对自身
知识体系突破、创新技能完善的思考，主动融入创新创业的
进程中。

五、结论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处于快速发展的状态，创新创

业的提出也对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关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对
较高的要求。要想与创新创业的市场背景相契合，培养更加
优秀的金融人才，高校、企业等相关部门必须要构建可执行、
复制性强的专创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在此过程中，高校需深
化对金融市场发展情况的分析，从细节处入手，做到全方位、
多角度、宽领域培养金融人才，为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注入更多的动能。

参考文献：
［１］王建仙，孙爱军，张卫民．创新创业视角下高职院校

金融管理人才的培养［Ｊ］．现代企业，２０２３（６）：１３６－１３８．
［２］夏筱月，刘轶涵，赵玉玟，等．“双创”背景下金融科技

助力大学生创业融资的创新研究［Ｊ］．科技和产业，２０２３，
２３（７）：１５７－１６２．

［３］胡敏，潘灵，仲甜甜．职业本科“五位一体”实践教学
体系的构建［Ｊ］．现代职业教育，２０２２（４１）：１０８－１１０．

［４］孙丽俊．融入创新创业理念的金融专业课程体系建
设研究［Ｊ］．福建轻纺，２０２２（１０）：５５－５９．

［５］王建仙，孙爱军，张卫民．高职院校金融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机制创新［Ｊ］．现代企业，２０２２（９）：１５８－１６０．

［６］喻婵．双创背景下高职院校金融科技应用专业人才
培养的改革探究［Ｊ］．老字号品牌营销，２０２１（１１）：１４７－１４８．

［７］刘凤根，曾颖，吕颖毅．金融类专业“双创”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研究［Ｊ］．改革与开放，２０２０（１４）：１０１－１０４．

［８］宋晓薇．“互联网＋双创”背景下投资学专业人才培养
创新研究［Ｊ］．时代经贸，２０１８（２７）：６５－６７．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ｉ
（Ｘｉａｍｅｎ Ｏｃｅａ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Ｘｉａｍｅｎ Ｆｕｊｉａｎ ３６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责任编辑：桂杉杉）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本　 刊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

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
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

９

第３８卷第５期　 总第３８７期
２０２５年３月（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５（Ｇｅｎ． Ｎｏ． ３８７）
Ｍａｒ．（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