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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秋招正在进行，金融行业招聘和就业备

受关注。近年热门的金融科技岗位连续缩

招，更愿意社招“成熟人才”。一边是院校培

养的金融人才“过剩”，另一边金融机构却高

薪难觅合适人选。数字金融背景下，金融行

业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才“硬实力”？院校培养

如何更加适应市场？

金融科技人才普遍紧缺
10月20日，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

发布的《全周期金融科技人才认证培育体系

标准白皮书2024》显示，金融机构普遍存在金

融科技人才缺口。招聘数量最多的岗位分别

是系统开发与测试类、安全与运维类和产品

（算法、模型）设计类；最紧缺的专业技能分别

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分别占比为

66.4%、66.0%和53.7%，近来火爆的大模型也

占据相当比例（占比29.7%）。今年秋招校招

中部分银行逆势新增大模型、人工智能等新

兴领域相关职位，也印证了这些数据。

从人才“供给侧”来看，白皮书调研发现，

排名居前列的内地高校大多开设了金融科技

硕士项目，本科其次，博士较少，且四分之三由

经管类学院设立；内地财经类院校更细致更垂

直，比如设置专门的金融科技专业甚至金融科

技学院；综合类院校大多在金融学专业下设置

金融科技方向，且提供如金融与计算机等双学

位项目。然而受访企业最关注求职者的相关

工作经验（占比84.2%）。“复合型专业人才在当

前市场上相对稀缺。”高金学院副院长李峰教

授指出，金融科技人才需要技能储备，也需要

将这些技能深度应用于不同的金融场景。

需全周期培育认证体系
“有时候只是在学科或课程之间做加法，

往往如同‘油与水’，实际上很难满足企业的

真实用人需求。”李峰认为，复合能力培养需

要经历长周期，学生在本科阶段学习数学、计

算机等专业打好硬核基础，在研究生阶段再

学习金融，同时对真实金融场景的理解越早

越好，这也是院校学子提高短板的关键所

在。在昨日落幕的全国首届高校数字金融案

例大赛上，百所高校250支在校生队伍尝试

剖析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机构数字化转型与

企业技术创新的背后逻辑。香港大学、同济

大学联合团队以AI和大数据驱动的养老金

融服务平台“赵钱孙李”为实例，探究智能化

平台在配置养老金和提供规划支持服务的作

用，最终聚焦银发数字金融而夺金。

市场需要一套全周期的金融科技人才培

育认证体系，以填补人才供需鸿沟。上月出

台的《上海高质量推进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建

设行动方案》提到要打造上海金融科技人才

高地，明确提出将由交大高金推出的特许全

球金融科技师（CGFT）打造成为金融科技人

才培养和认证的优质项目。记者获悉，该项

目采用人工智能算法结合金融场景开展教

学，分设银行科技、保险科技、证券科技等内

容，目前已累计培训学员近4万名，2000余人

持证，已有20余家银行、券商引进该认证。

本报记者 易蓉

秋招高峰季，不少金融机构高薪难觅意中人

金融业当下究竟需何种人才？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新一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今天出炉，1年期和5年期

以上LPR双双下降25个基点。1年期LPR降

至3.1%，5年期以上LPR降至3.6%，这是LPR

年内第三次调整。

LPR下降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信

贷需求回升，进一步增强消费和投资增长动

能。目前，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

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政策利率。中国

人民银行9月27日宣布，将7天期逆回购操

作利率调降至1.5%，较前次下降20个基点，

引导此次LPR跟随调整。

1年期和 年期以上
   下降  个基点

一年一度的“双   ”提前近一个月启

动。有消费者发现，还没有准备下单之前，

就接到了平台的商品推销，甚至是基于浏览

记录直接推荐相关产品。不少人疑虑，自己

在网上还有没有隐私。

在如今的互联网上，各类数据采集无时

无刻、无处不在，个人隐私极易以数据的形式

被存储、复制、传播。就拿许多人日常喜欢用

的聊天机器人来说，就可以从日常对话中精准

提炼关键信息，了解其购物习惯、个人兴趣乃

至思想观念，从而为用户精准“画像”。在这些

数据中，个人的消费行为、日常爱好、行动轨迹

等，又是对商家最有价值的数据类型之一。

电商平台通过消费者数据“精准营销”，

有助于提高销售效率和客户满意度，但跨平

台的数据采集隐蔽性强，导致消费者对被

“偷窥”的感觉强烈，甚至会出现违法收集、

滥用用户信息等行为。

商业创新与数据保护之间如何平衡，关

键就是让消费者掌握信息保护主动权。对

于平台和企业来说，应明确告知用户其个人

数据的收集、使用目的和方式，并提供用户

选择是否同意数据收集的权利，只能收集与

提供商品或服务直接相关的个人信息，不得

扩大收集范围。

今年7月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对经营者

在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即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不得过度收

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并赋予消费者在个人信

息处理活动中的知情权、决定权。对于消费

者来说，在日常使用人工智能以及   等

时，要充分了解隐私条款和权限设置，以避

免不必要的隐私泄露。同时，也不要轻易使

用免费的     等进行敏感信息的操作，以

免信息被窃取。

把信息保护主动权还给消费者 方 翔

教育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