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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学校代码 13893 

邮政编码 201815 学校网址 www.sthu.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公办 民办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地方院校 

现有本科 

专业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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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 学校所在省市区 上海市嘉定区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理学 工学 

法学 

农学 

教育学 

医学 

文学 

管理学 

历史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语言 

●理工 

○财经 

○农业 

○政法 

○林业 

○体育 

○医药 

○艺术 

○师范 

○民族 

专任教师

总数 
536人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180人 

学校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建校时间 2005年 

首次举办本科

教育年份 
2005年 

曾用名 无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于2005年4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建校,是一所全日制 

本科层次的独立学院，学校建设以教育类、健康类和人工智能类专业为主体、 

文理和经管为两翼、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国内一流、特色鲜明的应用技术型民办 

本科院校，适应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学校近五年专 

业增设、停招、

撤并情况（300 

字以内） 

 

 

学校科学制定了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近五年，为更好服务国家地区产业

发展、突出自身优势特色、强化产教协同联动，先后停招汉语国际教育和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2个本科专业，撤销交通运输和德语专业。同时增设适应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专业，如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影视摄影与制

作、人工智能、健康服务与管理、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与现有专业

结成特色鲜明、相互协同的专业集群。近五年，新增本科专业5个，停招本科专

业2个，撤销本科专业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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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020109T 专业名称 数字经济 

学位 经济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经济学类 专业类代码 0201 

门类 经济学 门类代码 02 

所在院系名称 商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 国际商务 开设年份 2006年 

相近专业2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开设年份 2019年 

相近专业3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填写） 
 

增设专业的基础要求 

（目录外专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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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
报
专
业
主
要
就
业
领
域 

随着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数字经济专业的毕业生正面临一个广阔且

多元的就业市场以及丰富的职业路径；首先，本专业的毕业生适合在包括电子商

务、金融科技、大数据分析、区块链和物联网等在内的多个新兴数字产业领域从事

运营管理、数字资产管理、社群协作、用户价值与经济金融分析等工作；其次，本

专业的毕业生也有能力参与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他们可以负责规划

设计产业数字化转型流程，实施数字产业的运营与管理，也可在内容创造、媒体运

营、数字营销等领域发展，通过数字工具和平台提高内容的传播效果和用户互动

性。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日益依赖于数字经济领域的专业人才。这些行

业对于技术的运用和数据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本专业提供了优质就业岗

位；更为关键的是，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数字治理体系。本专业毕业生亦可

在政府部门或政策研究机构中从事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工作。在政府

部门中，他们可以参与设计和推广数字化政策，完善相关领域的标准和规范，以支

持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在政策研究机构中，他们可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关于数字

经济趋势、挑战及其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见解。 

人才需求情况（请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求。此处填写的内容要具

体到用人单位名称及其人才需求预测数） 

数字经济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迈向2035：4亿数字经济就

业的未来》报告，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数字经济就业容量将达到4.15亿，而拥有特定数字

技能的经济学人才对于填补中高端就业机会至关重要。此外，《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人

才与就业》报告也指出，数字人才对国家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发挥着核心作用。 

数字经济主要体现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层面。数字产业化覆盖电子信息制造

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产业数字化则涉及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车联网

和平台经济等新产业模式。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

年）》，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数字产业化规模为9.2万亿元，产业数字

化规模为41万亿元。尽管数字经济规模庞大，但在某些关键领域如操作系统、工业软件、高

端芯片等，创新能力不足，技术研发和制造水平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此外，产业数字化

在传统行业如农业和工业中的发展较慢，部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面临困境。相关领域

存在大量的数字化人才缺口。 

数字经济治理是对数据资源、现代信息网络、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及相关主体和活动

的综合治理。好的治理体系不仅是数字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新要求。例如，广东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面取得先进，实现了数据资源的互

联互通和共享共用。上海也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如在“全能车”APP与“哈罗

单车”的纠纷案中，通过法院的判决，有效地弥补了现有法律制度的不足，推动了公平、有



 

4 

 

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只有大量熟悉数字经济产业的人才资源支撑才能构建完善的数字经济治

理体系。 

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对复合型数字经济人才的需求，考虑到与上海其它本科院校的错位培

养，通过对学校合作单位的调研，我校新申请的数字经济专业将主要面向现代服务业、高端

制造业和数字政府建设部门与机构，以“懂经济理论、会数字技术应用、擅跨领域协作”为

培养目标，引入阿里国际站、用友新道、高顿教育和上海盟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以

及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保税区）税务局和上海市社会福利中心等相关政府部门

的教育资源，构建具备“经济+技术+产业”和“经济+技术+治理”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申报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情况 

（可上传合作

办学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40 

预计升学人数 5 

预计就业人数 35 

其中：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5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上海高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 

杭州同花顺数据开发有限公司 3 

找钢网 3 

上海进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 

上海骅清科技有限公司 2 

上海质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 

数曼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 

上海嘉定出口加工区发展有限公司 1 

上海圆迈贸易有限公司 1 

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 1 

上海新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上海远恒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1 

深圳点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 

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 

厦门微票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 

昆山市诚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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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16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7 比例 43.8% 

具有副教授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12 比例 75% 

具有硕士以上（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16 比例 1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10 比例 62.5%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2 比例 12.5% 

36-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10 比例 62.5%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1:16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9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9 

4.2 教师基本情况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拟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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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廷干 男 1964.11 计量经济学 教授 厦门大学 统计学 博士 
数字经济统计

与新经济增长 
专职 

李巍 男 1964.8 数字经济治理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世界经济  博士 

金融业风险管

控、数字经济

治理 

专职 

赵昌平 男 1973.6 产业经济学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企业管理 博士 
数字经济、双

碳 
专职 

鹿长余 男 1962.2 统计学原理 教授 吉林大学 统计学 博士 数字经济统计 专职 

鞠立新 男 1957.10 政治经济学 教授 复旦大学 
政治经济

学 
硕士 

政治经济学、

管理经济学 
专职 

程葆青 女 1972.10 企业数字化运营 教授 
美国太平洋 

大学 
教育管理 博士 

工商管理、数

据分析 
专职 

汪浩 男 1973.5 
大数据技术与应

用 
教授 复旦大学 理论物理 博士 

量子信息技术

交叉领域 
专职 

蒋亚萍 女 1983.7 微观经济学 副教授 同济大学 
产业经济

学 
硕士 

直播电商、数

字营销 
专职 

谢富生 男 1976.6 
宏观经济学、

财政学 
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 

西方经济

学 
博士 

发展经济、数

字经济 
专职 

盛术俊 男 1981.10 会计学原理 副教授 上海大学 会计学 硕士 数智财务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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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林丽 女 1980.6 Python数据分析 副教授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硕士 

国际贸易、供

应链管理 
专职 

郑宁 女 1980.9 平台经济学 副教授 浙江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硕士 

人事组织、数

字治理 
专职 

孙艳艳 女 1982.4 机器学习 讲师 上海大学 
国际贸易

学 
硕士 

数字贸易、跨

境电商 
专职 

于凤艳 女 1978.8 数字经济学 讲师 辽宁大学 
西方经济

学 
博士 

数字贸易、跨

境电商 
专职 

党秀静 女 1991.2 数字贸易学 讲师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博士 

数字贸易、数

字供应链 
专职 

杭磊 男 1992.1 
区块链技术及应

用 
讲师 韩国济州大学 

计算机工

程 
博士 

大数据应用、

区块链 
专职 

张志超 男 1952.6 
数字经济学、金

融学 
教授 杜伦大学 经济学 博士 

数智金融、金

融市场风险防

控 

兼职 

4.3.专业核心课程表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政治经济学 48 3 鞠立新 1 

微观经济学 48 3 蒋亚萍 1 

宏观经济学 48 3 谢富生 2 

统计学原理 48 3 鹿长余 2 

会计学原理 48 3 盛术俊 3 

计量经济学 48 3 杨廷干 4 

数字经济学 48 3 于凤艳 4 

企业数字化运营 48 3 赵昌平 5 

数字经济治理 48 3 李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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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一） 
 

姓名 杨廷干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二级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计量经济学 现在所在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统计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数字经济统计与新经济增长，大数据统计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领衔申报建设应用统计学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发表论文《论统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研究》，《统

计研究》(1/1),2005 年 02期 

3.公开出版教材《经济数据分析》、《国民经济统计学》等 

4.2011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 

5.2021年获上海市育才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1.在重要媒体发表论文两篇：《用好数字经济“关键力量”》，《文

汇报》2022.2.10；《建设数据要素市场要抓牢三个关键点》，

《文汇报》2022.5.24 

2.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3项：《复杂生态网络视角下技术创新扩

散效应及其金融支持的机制模拟与路径规划研究》、《宏观金融

风险管理系统研究》、《经济开发区投资环境与投资效益的综合

评价及统计制度设计》 

3.在《统计研究》、《中国科学》及 SCI、SSCI 刊物发表论文80

余篇:论文《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基于细分行

业的研究》,《统计研究》,2017 年 06 期; 论文《国际贸易碳转移

的全球图景和时间演变》，《统计研究》，2016 年 02 期.；论文

《Has Energy Efficiency Performance Improved in China?--Non-

Energy Sectors Evidence from Sequenced Hybrid Energy Use 

Tables》，《Energy Economics》, 2017 

4.出版专著7部：《投资决策量化方法研究》、《国民经济核算—

—理论、方法及应用》、《金融大数据发展报告》、《宏观金融

风险：识别、测度与监管》等 

5.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1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4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统计学  144学时 

计量经济学  48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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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二） 
姓名 李巍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数字经济治理 现在所在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7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开放进程中对行业或企业发展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跨

境资本流动的风险管理等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主持“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的申报；主持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的建设工作；担任应用经济学学位点（硕博士）责

任教授；主持和参与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的评估工作。 

2.担任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成员。 

3.教改项目：中国特色经济学融入本科教学体系的探索；课程思政

暨“四史”建设；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与实践融入研究生培养体系。 

4.优秀本科生导师奖（2013年）以及研究生教育卓越育人奖（2022

年）等。 

5.作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及上海市经济学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分委员会的副主任，编写完成《中国特色消费理论与消费模式》

等系列教材。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1. 荣膺国家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年会优秀论文奖；陈彪如年度学术奖等。 

2. 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60余篇

重要学术论文—— 

一个基于金融稳定的外汇储备分析框架——兼论中国外汇储

备的适度规模，经济研究，2009年8月 

不同形式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风险：兼论资本账户的最优开

放策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成就与经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年度优秀论文，2018年8月 

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均衡度的演变特征及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2月 

金融开放有利于银行经营绩效的提升吗?:基于银行贷款的中介

效应检验，世界经济研究，2022年2月 

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度，上海

经济研究，2023年11月 

3.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教育部、上海市哲社办、上海市

社联以及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课题（连续三年）。 

主持企业课题“高技术制造业数字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上

海盟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40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34.98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国际经济学、中国

与世界经济、论文

写作指导 共计270

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10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HSYJ/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HSYJ/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HSYJ/issues/8WLnD7pOpNFbQcekSqneEYVWJ2olJyAuv4egwNqUzjZrsbzulK6U-f-N3KuCb7z6?uniplatform=NZKPT
http://www.baidu.com/link?url=wn6UtUKHBw0Ym2QlYjySo78zeqAJi5itEzY__ZlWCJwEvDyc4XHOSwtAUCEYZtYSbWuqV4t_F6S5dE-X7poi58vQoBJNuOdyAuqZaHrno697PjE7IYRSmwDJPJIsiDZrWp85GX5gEkWERohNmYMhat7YWZn4fDlP23EnIU6OBUqZAXnE0kkEt3QuI6v2h7JFjQf5vV237vVWwK676r12mb_pmXd2RnDQuSZoMjcayXJGS4T2h8HL4XhvVQ_yVWZMOGTKu7t_OD_ydnmgxFPmfQ6gNyw-DEt1_6Y_D_8vj9xqr0gK0zOty7B3Re3ALf1Pq0luc6bcqJmjY3vYlWJ5pWtXqJQFFqmOMv3S2k8_arocX9iRwR8sXweBQ-pO6P1j6hEzrkKsjajGJWJJO4VfXFlk4XSnKziUh05-UVcSztNI5rA7rJQvU0CRLiV8SVr2t-7Iteskk2KYS2D-ewqzyidjCfJjxzhncwwTvKt4jtVGLLnj4dUwK5UveVNQK4PftQ5dSJwUbhdp7D_LT5GC76wGjFM0WBpmOwcQCgM4bwe&wd=&eqid=94d7300b000ef7d0000000046644b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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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三） 
 

姓名 赵昌平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产业经济学 现在所在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3年6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企业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

位。     

主要研究方向 数字经济、双碳管理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 2021年7月增补为教育部物流管理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组成

员 

2. 2021年10月作为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专家库专家参与国际商

务学位评估工作 

3. 2022年当选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理事 

4. 担任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负责人 

5. 指导学生论文获优秀研究生指导论文奖 

6. 指导学生获《全国高校经济决策仿真实验》国奖三等奖 

7. 参编《国际企业管理》等多本教材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1.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辽宁省社科

联项目多项，主持横向项目1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20多

项。 

2.在《Marine policy》、《Journey of Cleaner Production》《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软科学》等

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60多篇重要学术论文。 

3.出版专著2本 

4.获大连市自然科学论文成果奖二等奖 

5.获辽宁省自然科学著作成果奖三等奖 

6.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四界学术论文优秀论文一等奖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费

（万元） 
3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1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程

及学时数 

数字贸易学 48学时 

毕业论文写作指导 48学

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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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四） 
 

姓名 鹿长余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统计学原理 现在所在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9毕业于吉林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统计推断，参数估计，金融统计，量化投资，投资组合管理，金

融风险理论，波动率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获得黑龙江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1.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省部委项目十余项。 

2. 在《数学学报》、《 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

《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 等国内外有影响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60多篇 

3.出版专著一部。 

4.科学研究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3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650课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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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五） 
姓名 谢富生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专业主任 

拟承担 

课程 
宏观经济学、财政学 现在所在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9年6月，上海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发展经济学、机器学习与因果推断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主持与参与国家自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14项。 

2.在《财经理论与实践》、《财经问题研究》及 SCI、SSCI 刊物

发表论文20余篇。 

3.出版专著3本。 

4.入选2023年度中国高等财经教育专家库。 

5.主持上海市重点课程《数学分析I》。 

6.优秀毕业论文指导教师。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1.《实践教学环节设计与其教学目标达成度研究——以金融数学

专业为例》获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 

2.《国企混改与供给侧的结构调整》获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二

等奖”。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7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统计软件  128学时 

金融计量学  144学时 

金融时间序列  192学时 

数学分析     384学时 

机器学习及金融应用48学时 

量化投资策略实训 200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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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305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169套 

开办经费及来源 

 

1.学费收入：根据上海民办高校文件规定，学校按35000元/生/年

收取学费。2.各类政府专项：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上海市教委

会有各种高校建设专项经费。3.其它收费。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 

（元） 
3034.38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18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商学院依靠学校平台建设、政府专项建设、应用型本科建

设、中本贯通项目建设、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等项目资金，依次建

设了“会计电算化实验室、金融财务创新综合实训室、智慧财务

创新实训室、大数据分析实验室、商务谈判实训室、数字化赋能

双碳管理虚拟仿真实验室”等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新专业获批后，学校将以不低于《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提

出的要求，持续投入资金加强教学条件建设,并积极拓展与政府部

门、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开拓校外实践基地，促进专业发展，确

保能够较好地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前三年计划每年至少投入30万

元经费开展专业资源建设，之后根据专业发展需要提供经费进行

专业资源更新；确保年教学运行费用不少于20万元、年教学评估

费用不少于10万元，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不少于3000元，并

随着教育事业经费的增长和物价的上涨稳步增长。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元） 

奥派电子商务应用软件 奥派 1 2020 50000 

百度网络数据分析系统 百度 1 2017 100000 

美林Tempo大数据分析平台 V3.0 1 2019 290000 

双碳模拟经营仿真平台 V1.0 1 2024 300000 

东软教学实训云平台软件 V3.0 1 2019 140000 

同花顺金融数据接口 V1.0 1 2023 98000 

同花顺量化交易软件 V1.0 1 2023 290000 

用友财务大数据软件 V1.0 1 2023 316000 

点宽量化投资软件 V1.0 1 2019 210000 

用友ERP财务软件 U8 1 2019 290000 

金蝶财务共享软件 金蝶 1 2018 500000 

奥派电子政务教学实践平台软件 奥派 1 2020 83000 

奥派行政管理案例分析系统软件 奥派 1 202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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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学校专业发展规划等方面

的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增设数字经济专业的主要理由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数字经济发展速

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

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 万亿元，总量

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 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 41.5%。随着数字经济的快

速发展，大量数字化、智能化的岗位相继涌现，相关行业对数字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而人

才短缺已成为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瑞人才科技集团联合德勤中国、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发布的《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当前我国数字人才缺口约

在 2500万至 3000万左右，且缺口仍在持续放大。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地处长三角，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动力最强劲，发展水平最高的

地区，也是对数字经济人才需求最旺盛的地区，而该地区开设数字经济专业的院校不多，仅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浙江财经学院、安徽新华学院等少数几家，人才供需矛盾突出。 

二、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已设有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人工智能、国际商务、金融数学等与

数字经济密切关联的学科专业群，数字经济新专业的建设可进一步优化学科交叉新生态。大

数据管理与应用、国际商务属管理学门类，人工智能属工学门类，数字经济与金融数学同属

经济学门类。数字经济新专业是经济学、管理学、工学的复合交叉专业，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人工智能为数字经济提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基

础，金融数学以及国际商务等经济管理类专业为数字经济的技术、方法提供了应用场景。已

有相关学科专业经过多年的建设，不仅为数字经济新专业提供了优质的共享课程资源、高水

平师资，而且在实验室、产学研基地建设，尤其商学院成立的数智财金产业学院等与数字化

相关产业界的合作基础，有力地支撑了数字经济新专业的建设。 

三、学校专业发展规划 

培育建设支撑新经济发展的新文科、新商科专业是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学科专业动态

调整的重要方向。2020 年教育部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了新文科建设的基本思路，强

调要促进学科交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数字经济专业将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同经济学深度融合，形成数字+经济的新型文科专业，有利于学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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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专业结构调整，是学校学科专业优化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学校将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硕

士学位点的培育，作为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的战略重点，增设数字经济新专业，对促进国际商

务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增设“数字经济”专业，是满足国家及地方对产业数字化转型规划设计、数字

产业运营与管理，以及数字经济治理人才的迫切需求，是学校优化专业布局、建设新文科和

新商科的有效举措。同时，天华学院已具备较好的专业建设基础与发展规划并将继续投入大

量的人力、资金与政策支持，集合全校的优势力量，引入阿里国际站、用友新道和高顿教育

等企业的实践经验与教育资源，为数字经济专业建设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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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和数

据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具有数据分析与决策能力、产业数字化规划与设计能力、数字化运

营与管理能力、数字治理能力，具有数字思维、国际视野、跨领域协作意识和创新创业意识，

能够在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企业、数字经济部门和机构从事数据分析、数字产业运营、产

业数字化建设、数字治理等经济分析与运营管理活动的应用型人才。具体目标如下：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具有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法

律法规意识；  

（2）具有数字经济专业知识和专业综合实践能力，掌握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业务运营与管

理的专业能力；  

（3）具有国际视野、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能够为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

的数字运营相关业务问题提供运营与管理方案；能够结合国内外市场和技术发展趋势，为所在

机构厘清全面数字化转型建设及数字经济治理的战略发展构想，继而实现个体与单位在愈加激

烈的数字化竞争中共同成长； 

（4）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具有较强计算机应用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拥有自主

学习和终生学习的习惯及能力。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字经济学

等）、统计学、数据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务，具有

分析和解决数字经济业务中具体问题的基本能力。 

本专业毕业生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知识和能力： 

1.职业素质：具有职业素养和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遵守职

业道德，熟悉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2.专业知识：能够运用数字经济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开展数字营销、数字

运营、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相关工作。 

3.业务实践能力：掌握企业数字业务的流程和操作方法；了解数字经济相关的业务模式和

运作流程，掌握企业数字经济相关的业务流程和操作方法。 

4.运营实践能力：理解并掌握数字业务管理与决策方法，并能够掌握基于多学科知识融合

的数字经济相关领域运营与管理方法。同时，理解并应用数字治理的核心原则和框架——熟悉

数据保护法规、隐私政策以及网络安全标准，能够在保障数据安全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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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制定和实施数字治理策略，以保障所在单位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 

5.创新能力：能够发现和解释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具有基于多学科知识融合

进行数字经济模式创新与创造的意识和能力。 

6.使用现代工具：能够使用计算机工具和相关技术对经营与管理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和统

计分析，具备较强的数据分析和管理决策能力。 

7.个人和团队：具有团队合作意识，能够在团队中有效发挥个人能力，能够与其他成员协

调合作，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8.表达和沟通：具有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能力，能够就数字经济相关领域问题与业界同行及

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9.终身学习：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及能力，并具有把握数字应用领域热

点动态和快速学习适应的能力，达成个人职业发展目标。 

三、主干学科 

经济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核心课程 

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计量经济学、数字经

济学、企业数字化运营、数字经济治理。 

五、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体系包括专业认知实习、数字贸易实训、数智企业经营管理沙盘、跨境电商平台综

合运营实训、大数据经济分析与可视化综合实训、大数据商业分析与可视化综合实训、专业实

习与毕业设计（论文）等。 

六、学制 

本专业的标准学制为 4 年，有效学习年限为 6 学年。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 

1．本专业学生在有效的学习年限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要求的各类理论课程及实践环节，

考核合格并达到 162 学分，方可毕业。 

2．符合《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的毕业生，授予

经济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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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分学时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分数 % 学时数 % 

公共基础课 50 30.9 864 41.2 

通识教育课 12 7.4 192 9.2 

专业课 

学科基础课 27 16.7 432 20.6 

专业必修课 20 12.3 320 15.3 

限选课 12 7.4 192 9.2 

任选课 6 3.7 96 4.6 

集中性实践环节 35 21.6     

总   计 162 100 2096 100 

 

九、教学进程表（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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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教学计划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及实践环节名称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学时分配 

学分 

绩
点
课
考
试
学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学
时 

理
论 

实
践 

公
共
基
础
课 

必
修
课 

6100027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32 16 3  

6100029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32 16 3 3 

6100022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48   3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32  2  

6100023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8  3  

6100024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8  3  

62000011 形势与政策Ⅰ √        8 8  0.5  

62000012 形势与政策Ⅱ  √       8 8  0.5  

62000013 形势与政策Ⅲ   √      8 8  0.5  

62000014 形势与政策Ⅳ    √     8 8  0.5  

64000040 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1     16 16  1  

61000111 体育Ⅰ 2        32 4 28 1  

61000112 体育Ⅱ  2       32 4 28 1  

61000113 体育Ⅲ   2      32 4 28 1  

61000114 体育Ⅳ    2     32 4 28 1  

62000020 国防教育（军事理论）  1       16 16  1  

03000010 大学计算机基础 3        48 24 24 3 1 

06000050 大学英语（一） 4        64 64  4 1 

06000060 大学英语（二）  4       64 64  4 2 

61000021 高等数学（二）Ⅰ  4        64 64  4 1 

61000022 高等数学（二）Ⅱ  4       64 64  4 2 

61000040 线性代数（二）   3      48 48  3 3 

6100006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3     48 48  3 4 

学时学分小计 16 14 13 9     864 696 168 50  

通
识
教
育
课 

必
修
课 

11000021 中国文化 1        16 16  1  

11000024 科学素养 1        16 16  1  

11000026 世界文明  1       16 16  1  

11000022 创新思维  1       16 16  1  

06000210 天华教你学英语 √ √ √ √     16 16  1  

67000020 中英文辩论 √ √ √ √     16 16  1  

选
修
课 

 通识选修课   √ √ √ √   96 96  6  

学时学分小计 2 2       192 192  12  

学
科
基
础
课 

必
修
课 

 政治经济学 3        48 48  3 1 

05130070 微观经济学 3        48 48  3 1 

05130070 宏观经济学  3       48 48  3 2 

 统计学原理  3       48 48  3 2 

 计算机编程与程序设计  3       48 24 24 3 2 

15100060 金融学   3      48 48  3 3 

 财政学   3      48 48  3 3 

 会计学原理   3      48 48  3 3 

 计量经济学    3     48 48  3 4 

学时学分小计 6 9 9 3     432 408 24 27  

专
业
课 

必
修
课 

 数字经济学    3      48 48  3 4 

 数字贸易学    3     48 48  3 4 

 产业经济学     3    48 48  3 5 

 Python数据分析     3    48 24 24 3 5 

 机器学习      3   48 48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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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及实践环节名称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学时分配 

学分 

绩
点
课
考
试
学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学
时 

理
论 

实
践 

05230050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   48 48  3 6 

 数字经济文献阅读与写作      2   32 32  2 6 

学时学分小计    6 6 8   320 296 24 20  

限
选
课 

      6 4 2  192 192  12  

任
选
课 

      2 2 2  96 96  6  

学时学分小计     8 6 4  288 288  18  

集
中
性
实
践
环
节 

必
修
课 

62600043 国防教育（常态化军训） 2周 2周          0.5  

62600042 国防教育（集中军训）  1周          0.5  

62600071 劳动教育与德育实践Ⅰ  1周          0.5  

62600072 劳动教育与德育实践Ⅱ    1周        0.5  

62600073 劳动教育与德育实践Ⅲ      1周      0.5  

62600074 劳动教育与德育实践 Ⅳ        1周    0.5  

 专业认知实习 1周           1  

 数字贸易实训*  1周          1  

 数智企业经营管理沙盘*   1周         1  

 跨境电商平台综合运营实训**    1周        1  

 
大数据经济分析与可视化综合
实训*** 

    2周       2  

 
大数据商业分析与可视化综合
实训*** 

     2周      2  

 专业实习Ⅰ       8周     8  

 专业实习Ⅱ        8周    8  

 毕业设计（论文）        12周    8  

周次学分小计           45周 35  

合
计 

周学时 24 25 22 18 14 14 4       

总学时及总学分         2096 1880 216 162  

注：1.周学时未统计通识选修课学时。“√”表示周学时不确定。 

2.课程名称加“*”表示该课程由用友新道提供。 

3.课程名称加“**”表示该课程由阿里国际站提供。 

4.课程名称加“***”表示该课程由高顿教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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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限定选修课教学计划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学时 学分 考试学期 

 平台经济学 5 32 2 5 

 企业数字化运营 5 32 2 5 

 数字金融 5 32 2 5 

 公司治理 5 32 2 5 

 数字经济治理 5 32 2 5 

 数字化供应链理论与实践 5 32 2 6 

 跨境电商理论与实务 6 32 2 6 

 区块链技术及应用 6 32 2 6 

 数字经济法规 7 32 2 7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7 32 2 7 

注：每位学生必须修满 12 学分。 

表三：任意选修课教学计划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碳中和经济学 32 2 

 ESG 经济学前沿 32 2 

 国际经济学 32 2 

 MATLAB应用 32 2 

 共享经济学 32 2 

 Stata统计软件应用 32 2 

 数字货币与跨境支付 32 2 

注：每位学生必须修满 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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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主要通识选修课程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模块 

1 道德中国 2 

模块一 

国学经典与文化

传承 

2 当代中国外交风云 2 

3 孔子说 2 

4 孙子兵法与现代谋略 2 

5 伟大建党精神在上海 2 

6 毛泽东军事思想 2 

7 哲学导论 1 

8 哲学与生活 2 

9 中国传统法律故事与法律智慧 2 

10 中国传统节日与习俗 2 

11 中国古代史之——大明王朝 2 

12 中国思想史 2 

13 中国文玩文化鉴赏入门 2 

14 中国哲学经典选读 2 

15 中外人文经典选读 2 

16 大学生领导力 2 

模块二 

全球视野与公民

素质 

17 国际商法 2 

18 韩国语的文化与理解 2 

19 基础法语与法语文化 2 

20 法国语言和文化欣赏 2 

21 基础日语 2 

22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2 

23 跨文化沟通入门 2 

24 逻辑与思维品质 2 

25 近代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 2 

26 人类与社会 2 

27 人文地理 2 

28 涉外礼仪 2 

29 图解经济学 2 

30 文献检索 2 

31 雅思英语（两学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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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模块 

32 英语讲述中国文化 2 

33 英国历史和文化 2 

34 法律与生活 2 

35 走进民法典 2 

36 1+X云计算与大数据应用实践 2 

模块三 

科学探索与创新

思维 

37 Solid works三维实体建模 2 

38 创客实践 2 

39 大疆TT教育无人机 2 

40 大数据技术与科学 2 

41 大学物理仿真实验 2 

42 机器人创新教育与人工智能 2 

43 激光与现代生活概论 2 

44 科学计算与数学建模 2 

45 科学研究的艺术 2 

46 汽车文化 2 

47 区块链通识 2 

48 趣味博弈论 2 

49 趣味密码学 2 

50 人工智能入门基础 2 

51 人文物理学 2 

52 三维建模技术 2 

53 数学文化 1 

54 数字系统电路设计仿真实验 2 

55 医学科普与创新 2 

56 桌面游戏设计与机制应用 2 

57 功夫扇（两学期） 4 

模块四 

身心健康与生态

文明 

58 花样跳绳 2 

59 篮球（两学期） 4 

60 武术拳操 2 

61 腰旗橄榄球（两学期） 4 

62 运动训练（长跑） 2 

63 正确拉伸与放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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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模块 

64 爱情心理学 2 

65 大学生心理与生理健康教育 2 

66 个人情商管理 2 

67 积极心理学 2 

68 心灵奇遇 2 

69 重口味心理学 2 

70 自闭症研究与教育干预入门 2 

71 幸福密码 2 

72 健康与养生 2 

73 人生设计与设计人生 2 

74 生活中的营养学 2 

75 推拿按摩 2 

76 饮食科学 2 

77 海洋与人类文明 2 

78 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2 

79 光影百年——红色影视赏析 2 

模块五 

审美体验与艺术

实践 

80 交响管乐独奏 2 

81 交响管乐合奏 2 

82 美学原理 2 

83 美妆与形象优化管理 2 

84 民乐重奏与合奏（两学期） 4 

85 人物传记影视赏析 2 

86 生活品味与诗歌艺术 2 

87 世界著名博物馆艺术经典 2 

88 书法 2 

89 唐宋名家诗词鉴赏 2 

90 体育舞蹈（两学期） 4 

91 西方人文主义文学 2 

92 新闻采访与写作（两学期） 4 

93 当代艺术与儿童美术教育 2 

94 声乐基础 2 

95 雅乐修身（两学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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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模块 

96 音乐治疗导论 2 

97 筝乐演奏技巧（两学期） 4 

98 中国民族音乐欣赏（两学期） 4 

注：学生须在第3-6学期任选不少于6学分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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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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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协议书

甲方：上海圆迈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实践教学是高校培养合格毕业生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产教融合践行的有效方式。

甲乙双方本着加强培养和提高校企人才质量的共同愿望，担负国家培养人才的共同责任

，遵循相互支持、互惠互利的原则，就共建实习教学基地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本科实践基地依托乙方设立，对外挂牌“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实践教学基地

”。

二、甲方承担的任务

1、会同乙方共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安排好乙方学生的实践教学相关工作。

2、对参与学生进行相关安全和职业道德教育。

3、安排相关人员负责参与实习学生的指导和帮助，并在实习结束后对学生的表现和

学习情况给予书面评价。

4、从甲方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就餐和学习研讨的便利。

三、乙方承担的任务

1、负责制定实践教学计划，安排实践教学负责教师，在实施教学前一个月，与甲方

联系，共同商洽教学计划的组织实施。

2、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安全教育，督导学生严格遵守相关纪律和甲方各项规

章制度。在实习过程中，确保不出现损害甲方利益的现象。如出现这类现象，应

及时采取有效补救和赔偿措施。

3、负责学生集体的往返交通和交通安全，学生个体的交通安全，由学生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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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学校规定标准向甲方支付相关费用。

5、根据甲方的相关需求，积极提供相应的场地或教学服务，不定期的邀请甲方领导

、专家、教师来校进行宣讲或开展报告会和讲座等。

本协议有效期为五年，自 2021 年 3 月至 2026 年 2 月止，未尽事宜双方协商签订补充

协议。本协议一式两份，协议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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