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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當代青年人才
引領香港金融服務業的穩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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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鄰近地區合作共同培育人才
(vi) 本港大學的大灣區校園與香港各持份者緊密合作，共同設計
合適的課程，為本地金融市場培育專業人才。

以人為本的金融服務業: 提升學生的軟技能及培養正向成長思想
(i) 將軟技能培訓納入中學及大學的選修或基礎課程，首階段可以
考慮先納入大學研究生課程中。
(ii) 政府可以考慮資助「職場體驗計劃」並指定機構負責開展及
管理計劃，安排學生參觀在香港和其他大灣區城市的金融企業。

積極對外宣傳香港金融服務業的正面形象
(v) 政府致力向不同地區的年青專業人士推廣香港的大學、實習
及就業機會。

投資未來：建構多元化環境
(iii) 政府可以主動或與業界協調，為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提供獎
學金到海外留學。
(iv) 政府可以設計及／或贊助針對海外學生來港就讀的資助計劃，
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令學生群體更多元化。

金發局在金融服務業人才格局的
總體觀察所得

• 金融服務業不斷發展以迎合不斷變化的環球市場需求，
從而影響了人才市場

• 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加上與周邊城市的聯繫增加，也影
響金融服務業的人才需求

• 人口老化、員工流動性增加以及下一代的職場抱負已經
改變，促成了新的人才格局。

• 數碼轉型增加了精於數據分析和網絡安全領域等技術的
專才的需求，但是否有人才可用、人才是否足夠是相當
重要。

行政摘要

金發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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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免責聲明：
本報告中所呈現的調查結果基於有限樣本問卷調查。發放問卷及收集數據皆由金
發局指定的付費服務供應商負責。而所顯示的數值結果經過加權處理以提高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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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服務業：目前的人才市場格局

對香港金融服務業未來五至十年前景看法 大學生願意/不願意加入金融服務業的原因

• 75%的年青從業員，特別是擔當後勤職位的僱員，均表示「非常樂觀」或「樂觀」；相反，少於一半（46%）的大專生持有同樣觀
• 接近一半的受訪學生表示對加入金融服務行業感興趣，並將之列為他們畢業後開展職業生涯的首選三個行業之一
• 受訪者表示，與香港其他行業相比，金融服務業擁有更好的職業前景、發展機會，而且薪酬待遇更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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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服務業：機遇與挑戰並存

全球「搶人才」日趨激烈

• 愈來愈多員工前往不同地區任職或獲得國際經驗，導致全球人才流動性增加。

• 科技和嶄新商業模式的應用愈趨普及，其所需的技能亦隨時日而有變化，因此公司投入資源，一

方面吸引頂尖人才（例如 ESG 和金融科技），另一方面對員工進行技能提升和再培訓。

填補不足之處以鞏固香港作為區域人才中心的地位

• 因疫情引發的熟練工人和外籍人士搬遷帶來的影響，以及年輕一代的職業理想和工作動力有變。

• 員工流失率高，以致需要提供更吸引的薪酬、提供技能和職業發展的機會、以及積極的工作環境，

以便在日益全球化的人才市場中競爭。

• 解決本地人才與僱主對職場所需技能之間的落差，以實現行業的長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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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僱主（最高管理層、高級管理人員、人力招聘主管）眼中，年青專業人士在
金融服務業應具備甚麼技能？

技術性技能 軟技能

• 金融行業需要具備的知識

• 熟悉行業環境及監管要求

• 技術技能（包括財務知識和相關資格）是在前台工作的基本

先決條件；中後台角色對此要求相對較少

• 除了財務資格、語言技能等基本要求，部分職位需要指定技

能（例如交易員需要熟悉電腦編程）

• 流利的語言能力

• 溝通技巧

• 解難能力

• 積極主動，願意學習

• 僱主不期望應屆畢業生和年青專業人士對財經知識非常熟悉，

因此，軟技能相比其他技能顯得更重要

• 目前香港大專院校的課程能夠讓學生對行業有基本的了解，以及具備基礎的金融知識

• 明確需要幫助本地學生建立以至提升他們的軟技能，為未來就業做好更充分準備

本地學生對「硬技能」的準備較「軟技能」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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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青專業人士及大學生眼中，年青專業人士在金融服務業應具備甚麼技能？

年青專業人士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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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的年青專業人士認為，他們已經準備好在金融領域全職工作；歸因於他們熟練的數碼技術和受益於實習項目。

• 在職場所需技能的議題上，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和年青一輩的看法存在分歧。

• 年青一輩將「語言能力（英語及普通話）」和「文化意識」列為職場最不重要的要求；但經驗豐富的從業員認為，它們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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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發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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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的金融服務業: 提升學生的軟技能及培養正向成長思想

建議 1：將軟技能培訓納入中學及大學的選修或基礎課程，首階段可以考慮先納
入大學研究生課程中。

• 在現有的中學課程中納入「其他學習經歷」。

• 大學可以與企業合作，為大專生提供實際案例和見解，讓他們了解不同職業成功所需的技能。

• 透過以下方法檢討「軟技能學習」的成效：

o 自我評估、同儕評估、導師評核、評分表、軟技能作品集（Portfolios）。

建議 2：政府可以考慮資助「職場體驗計劃」並指定機構負責開展及管理計劃，
安排學生參觀在香港和其他大灣區城市的金融企業。

• 指定機構開展以金融業為重心的「職場體驗計劃」，安排學生參觀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金融機構。

o 開展結構更縝密和更頻繁的計劃，包括以下建議：

▪ 延續曾經在2021年和2023年啟動的「灣區啟航–金融才俊計劃」；

▪ 把「職場體驗計劃」加入最新的「公民及社會發展科」，該科目要求中學生在高中階段的三年內需參
加一次內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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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未來：建構多元化環境

• 公營部門的取態可以更加積極。

• 設立新的獎學金計劃或修訂「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HKSES），以資助更多不同專業領域的本地優秀學生出
國留學，同時解決人才短缺的問題。

• 獎學金贊助人與受贈者簽訂回港工作協議。

• 探討公私營合作的可能性：

• 公私營雙方既可以獲得正面宣傳效果，而且能夠優先錄用優秀人才；

• 獎學金受贈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在公營部門或私營機構工作。

建議 4：政府可以設計及／或贊助針對海外學生來港就讀的資助計劃，吸引更多
國際學生，令學生群體更多元化。

• 現有的獎學金計劃主要針對研究生，資助計劃若果更多元化，可以使更多學生受益。

• 與即將來港就學的海外人才簽訂協議，讓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在畢業後，願意在香港工作一定年限。

建議 3：政府可以主動或與業界協調，為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到海外
留學。



11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金融發展局

積極對外宣傳香港金融服務業的正面形象

• 投資推廣署和／或其他相關政府部門，應該加強在其他地方的中學和學生中作招生宣傳

• 局方建議考慮的措施以下: 

o 建立人才網絡: 透過與海外的知名中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可以創建一個人才網絡，將具備專
業技能的人才引入香港。

o 展示成功故事: 透過強調本港和大中華地區的個人和企業的成功故事，可以啟發學生仿效他們
的步伐在港發展。

o 人際脈絡的力量: 不少香港的成功專業人士曾在其他城市接受教育，與當地學校有人脈網絡，
因此可以借助他們在海外組織交流活動。

建議 5：政府致力向不同地區的年青專業人士推廣香港的大學、實習及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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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鄰近地區合作共同培育人才

建議 6：本港大學的大灣區校園與香港各持份者緊密合作，共同設計合適的課程，
為本地金融市場培育專業人才。

• 由於大灣區擁有不少高科技企業，香港的大學在培養人才方面有其角色，例如提供切合大灣區就業
市場的需要優質教育和培訓。

• 本港大學的本地校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校區建立聯合學術項目和研究合作。

• 在大灣區提供實習和工作安排，讓學生獲得實踐經驗並與未來的潛在僱主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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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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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關於受訪的大學生背景

44.0%
56.0%

年齡

9.7%

90.0% 18至24歲

25歲以上

性別

52.1% 47.9%

平均值: 21.4歲

正在修讀學位

副學位

22.2%

學士學位

69.8%

碩士學位

6.2%

博士學位

1.7%

修讀學系

學位是否……

資助學

位

79.4%

自資學位

20.6%

20.6%

18.5%

11.7%

9.0%

8.8%

8.7%

8.3%

4.2%

3%

工程

文學士

理學士

教育

經濟及財務

商業

社工

醫科

會計

是否曾有工作經驗

有

沒有

本報告中所呈現的調查結果基於有限
樣本問卷調查。為了提高代表性，所
有呈現的數值結果均為完整調查人口
的加權數字，根據以下參數進行加權：

年青專業人士：結果根據香港金融服
務業的就業比例進行加權。這包括銀
行業、保險業和其他金融服務業。

對於大學生：結果根據受資助的大學
和其他自資機構的學生註冊人數進行
加權。此外，在商業/會計/經濟及金
融的學院/學系的入學人數數據，在
與其他學院/學系相比後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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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關於受訪的年青專業人士背景

從事行業

年齡

工作性質

22.2%

77.8% 18至29歲

30至35歲

性別

73.1% 26.9%

平均值: 27.7歲

受訪者最高學歷

32.1%

28.1%

27.9%

12.0%

前台部門

中台部門

後台部門

其他

工作職級

副學位

10.2%

學士學位

71.9%

碩士學位

16.8%

博士學位

1.1%

修讀學系

38.9%

19.5%

15.3%

12.5%

5.2%

5.1%

3.5%

技術員

分析師

助理經理級別

主任級別

管理見習生

經理 / 總裁級別

其他

學位是否……

資助學位

95.9%

自資學位

4.1%

51.0%

16.4%

9.2%

8.2%

6.1%

2.8%

2.7%

1.2%

0.4%
2.1%

經濟及財務

商業

工程

會計

理學士

文學士

社工

教育

醫科

其他

銀行 32.2%

保險 23.4%

投資顧問、信託、基金管理 17.9%

金融專業服務 12.0%

資產及財富管理 4.8%

股票及商品交易經紀 3.9%

金融監管機構 3.9%

金融科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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