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厦门银行杯”第一届海峡两岸
大学生金融创新创意大赛的通知 

 

一、大赛简介 

两岸青年加强交流交往，能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新生

力量、注入青春活力。福建与台湾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具有促

进两岸交流的特殊优势和重要作用。为了扎实推进两岸文化经贸

交流合作，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厦门大学携手两岸高校共同启动“厦

门银行杯”第一届海峡两岸大学生金融创新创意大赛。 

二、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厦门大学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厦门大学教务处、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主办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 

承办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技术支持单位：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大数据金融交叉实验室 

赞助单位：厦门银行 

三、参赛对象及方式 

参赛对象：海峡两岸高校具有正式学籍的在读生，本科生、

研究生均可。 

参赛方式：参赛者需以团队形式参赛，学生团队由 2-6 人组

成，鼓励来自两岸的学生混合组队，要求参赛团队中至少有 1 名

台湾学生。可选指导教师 1-2 名，设置队长 1 名。每位指导教师



至多指导 3 个参赛队伍。请在组好队伍后，由队长或指派一名队

员通过链接（https://www.wjx.cn/vm/tBXmTzH.aspx#）或扫描

下方二维码提交报名。  

 

报名二维码 

参赛团队所有成员请加入大赛组织 QQ 群，群号：699817098。

大赛筹备组联系邮箱：financecontest@xmu.edu.cn。 

注意事项：参赛团队中要求至少有 1 名台湾同学，请组队时

注意团队成员构成；允许跨校组队。 

四、赛程赛制 

（一）赛程安排 

活动 时间 备注 

大赛报名 4月 1日-4月 30 日 
点击上述链接或扫描二维

码报名 

作品提交 4月 1日-5月 31 日 作品发到赛事邮箱 

初赛评审 6月 1日-6月 15 日 作品初审，选出决赛团队 

公布决赛队伍 6月 20日左右 在大赛 QQ 群公布 

决赛评审 7月 25日左右 线下现场答辩 

 

（二）赛题设置 

参赛队伍应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区块链、下一代通讯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领

https://www.wjx.cn/vm/tBXmTzH.aspx
financecontest@xmu.edu.cn


域紧密结合，借力区域优势、乘着政策春风，深耕海西，融汇两

岸，打造价值领先的金融领域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赛题详

细介绍请见下方附件。 

（三）作品提交要求 

1.参赛作品为带语音讲解的 PPT 和附件。附件包括但不限于

背景资料、调研报告、参赛团队照片等。使用简体字或繁体字均

可。不要求参赛队伍提交实物。 

2.PPT 是初赛评审的主要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应用背景、设

计原理、创新创意、功能/性能演示等内容，PPT 必须提前录制

语音讲解，并可以动画、视频等形式展示，初赛 PPT 播放时间不

超过 8 分钟。 

3.附件中建议包含参赛团队照片，建议全体成员（包括指导

教师，如有）在参赛单位标志物前合影 1 张。 

4.将 PPT 和附件打包在一个文件夹中并压缩，命名为“高校

名称-参赛队伍名称-作品名称-选题”提交，高校名称以队长所

在院校为准。 

5.参赛作品需为原创；需要保密的内容不得在作品设计 PPT

和附件中体现。 

6.参赛作品及附件请发到赛事邮箱

financecontest@xmu.edu.cn。 

（四）评审办法 

1.初赛评审以线上和通讯的方式进行，评审专家依据参赛队

伍提交的 PPT 讲解视频进行评审；决赛以现场答辩方式进行，评

审专家依据参赛作品内容、创新性、应用价值、展示效果等进行

financecontest@xmu.edu.cn


评审（若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决赛无法线下进行，则考虑

线上）。 

2.每个作品由不少于 3 名评审专家进行匿名评审，取平均成

绩，评选出优秀作品。 

3.最终进入决赛的队伍数量届时依据初赛作品提交的数量决

定，决赛事宜之后另行在大赛 QQ 群通知。 

五、奖项设置 

设立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4 项，

优秀奖若干项。 

特等奖奖金 3 万元/项，一等奖奖金 2 万元/项，二等奖奖金

1 万元/项，三等奖 5000 元/项，优秀奖 1000 元/项。获奖团队均

能获得由大赛组委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附件：“厦门银行杯”第一届海峡两岸大学生金融创新创意

大赛赛题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 

2023 年 3 月 31 日 

 

  



附件：“厦门银行杯”第一届海峡两岸大学生
金融创新创意大赛赛题 

 

选题方向一：金融科技如何提升台胞在陆生活体验 

1.台胞有两个有效证件：通行证和居住证，目前两个证件在政务、

个人消费金融等领域中未做到信息互通，如微信注册使用通行证、银

行账户使用居住证，微信将无法完成银行卡绑定；如缴税使用通行证，

银行账户使用居住证，银行在线上核实客户纳税记录时，将无法完成。 

2.涉及台胞人脸场景的应用较少，主要是无法获取官方人脸信息

进行比对，支付过程中存在风险，故此大部分业务功能限制仅可支持

身份证居民，如：支付宝到店人脸支付、银行人脸转账等。 

 

选题方向二：金融业如何助力厦金融合发展 

厦金（厦门与金门，以下简称“厦金”）融合发展，对于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有领先意义，也有助于广大台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金融业在推动厦金深度融合方面，可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可以突破

什么现行的障碍或瓶颈？ 

以银行为例，针对往来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的商旅人事，可以开

发什么样的旅游金融产品或延伸增值服务？ 

 

选题方向三：两岸银行业如何融合发展 

自 2010 年首家台资银行的大陆分行开业以来，台湾主要的商业



银行均已登陆祖国大陆开设分行，还有的投资设立了子行。此外，2008

年台湾富邦金控投资入股厦门银行；2014年初，富邦金控入主华一银

行成为控股股东，并于 2016年完成 100%持股。 

除上述银行外，近年来大陆陆资银行也越来越关注，提升两岸金

融服务水平。 

上述银行同业如何取长补短，开展合作，以促成两岸银行业的融

合发展，也助力台资银行在大陆融入金融体系，更好发展，最终助益

台企台胞在大陆的发展？ 

 

选题方向四：金融业如何更好服务台企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

兴 

福建省内有 6家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9家闽台农业融合发展

产业园，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位居全国领先；此外，约百支台湾建筑师

和文创团队在闽参与乡建乡创工作。这样的案例，在全国还很多。 

农业投资及乡建乡创都有区别于一般行业的特点，对金融业的需

求也可能不同。金融业如何在提供传统信贷服务的基础上，创新更多

元、综合化的产品与服务，更好协助台企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 

 

选题方向五：台胞住房金融服务 

助力台胞在陆安居乐业，无论是首登陆客群、短期驻住大陆、长

期在大陆生活的台胞客群，居住是台胞首要考虑和解决的重点需求之

一。因此提出“如何为台胞提供更好的住房（含租房、购房等）金融



服务？”作为赛题，并建议重点围绕公积金等进行研发设计。 

 

选题方向六：数字人民币如何促进两岸贸易与金融往来 

目前，两岸金融往来存在着一些挑战和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

是两岸金融体系的兼容性有待进一步提升，使得企业和个人需要付出

更多的时间和费用来处理支付和结算。 

数字人民币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潜在方案。数字人民币

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一种数字货币，具有进一步提升支付体系效

率、解决支付问题的能力。在此前试点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中，数

字人民币在香港和大陆的支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选题方向七：区块链与隐私计算如何促进两岸金融数据共享

与服务 

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数据库技术。在金融领域，区块链可以

用于构建去中心化的金融应用程序和服务，还可以帮助防止数据篡改

和欺诈行为，提高金融安全性和可信度。这将有助于改善两岸之间的

金融合作和数据共享。 

隐私计算则可以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促进金融数据的实

时共享，从而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可靠性。这将有助于增强两岸金

融合作的信心和互信，促进两岸金融数据的流动和共享，从而更好地

服务于两岸经济的发展。 

 



选题方向八：如何促进两岸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近年来，中国加快推出各项促进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措施并已取

得积极进展。截至 2022 年 4 月末，中国债券市场余额为 138.2 万亿

元人民币，自 2016年起稳居世界第二，共有 1035家境外机构投资者

进入中国债券市场，总持债规模为 3.9 万亿元人民币，较 2017 年末

增长了 225%。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两岸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已经

成为促进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构建高水平金融开放格局的重要方向。

当前两岸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的进展如何？面临的困难和机遇有哪些？

结合国际债券市场共同经验和两岸市场实际情况，政府部门及社会各

界应如何促进两岸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尤其地，银行机构作为债券市

场的重要成员，可以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