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落实国家软件发展战略相

关要求，教育部组织建设首批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东北大学为获批高校之一，

东北大学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为获批聚焦行业应用软件建设高校之一。聚焦金融

科技领域，通过校企联合办学，进行知识体系重构、综合能力培养、技术攻关等

教学及科研活动，实现特色化软件人才培养。为有效保障2022级本科生软件工

程金融科技方向特色化班级（以下简称软金特）组建工作，特制定方案如下。

行业应用软件面临量化投资模型等大量卡脖子技术问题，金融大数据以及人

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催发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普惠金融国家战略使行业亟

需推动关键软件技术突破和促进软件生态体系建设的特色化软件人才。

东北大学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将聚焦金融科技行业应用软件领域，坚持育

人为本，强化使命驱动，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特色发展为重点，探索适应聚焦

领域的软件人才产教融合培养路径，改革创新高质量特色化软件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满足金融科技行业应用软件产业发展需求的特色化软件人才，推动金融科技

领域关键软件技术突破和软件产业生态构建。

软金特面向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围绕培养学生“程序设计能力、软件

工程能力、领域应用能力、创新及工程能力”进行课程体系重构，形成以产业适

应度测评为核心的质量保障体系，培养产业发展强适应能力的特色软件人才。

本科阶段，低年级时聚焦程序设计能力、软件工程能力培养，高年级关注领域

应用能力、创新及工程能力培养。高年级阶段与企业深度合作，通过 PBL教

学、产教研融合等方式进行领域应用能力综合实训、行业项目实践，具体如下：

第一学年第 1-2学期，按计算机类 II大类培养；

第二学年第3学期-第三学年第6学期，在校内进行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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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基础课、领域交叉课的学习和实践；

第三学年第6学期末，集中进行为期9周的《领域应用能力综合实训》，由企业教

师和校内教师共同授课和指导，进行领域内容学习和项目实践，提升动手能力，提高

自我学习认知；

第四学年第7学期，进行为期一学期的行业项目实践，学生可结合自身情况

选择在企业或校内(研究中心)进行(校内根据导师、项目及导师学生双选情况

有一定名额限制)。校内和企业均使用 PBL教学法，采用“2 门选修课+1 门

实践课”形式，以实际企业项目为依托，导师组指导制完成，通过新知识的学习和

新问题的解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产业适应能力；

第四学年第 8学期，学生可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在企业或校内(研究中心)进

行毕业设计(校内根据导师、项目及导师学生双选情况有一定名额限制)。校内

和企业均采用校企双导师制，进行实际企业项目研发，此阶段以成果为驱动，以

实际企业项目为依托，提升创新和工程能力。

在软件工程专业内成立2个行政班：软金特 2201; 软金特2202, 按单独行政

班管理。

1. 进入软金特班级培养的学生，应服从软金特班级管理，按相应培养方案修

读学业并审核毕业资格，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授予软件工程专业毕业证、学位证；

2. 软金特班级的学生不可转入软件工程普通班或其他专业，如因病、挂科

等个人原因降级，需降入下一年级软金特班级；

3. 软金特班级的本科生推免，比照独立专业计算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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