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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發局業界交流系列：報告發布網上研討會

《未來的職場展望：香港可持續發展及數碼經濟下的金融人才》

202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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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不論是本土還是來自中國內地或海外的香港人才都
十分搶手。他們的長處是態度謹慎、值得信賴且行
業知識深厚。

• 長期以來，金融服務業以態度樂觀、活力充沛著稱，
展望未來，這個行業勢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飛速發展。
從數碼化轉型、客戶在期望上的變化、地緣政局欠
明朗到疫後影響等各方面的發展，金融機構無論規
模大小，不得不重新思考業務模式及優先事項。

• 金發局認同ESG和金融科技是重塑金融服務未來的
兩大主要趨勢，因此準備本報告，呼籲持份者齊心
協力，共同推進香港的人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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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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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普遍樂觀，特定領域存在潛在人才缺口

金融
科技

未來3年香港金融服務業的預期前景 快速的發展趨勢造成人才缺口

環境、
社會及
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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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對僱主和僱員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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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或轉至金融科技領域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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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員對金融科技課程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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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對僱主和僱員有何意義？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金融發展局 9

對香港ESG就業市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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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SG領域開展職業生涯或轉行到ESG領域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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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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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培育、挽留和吸引人才

大學生 初級人員 中高級管理層

整體

#1:  制定和更新不同領域的核心能力圖

#2:  協調和評估實習和學徒計劃 #3:  透過資助支持香港專業人士在海外和內地的就業

金融科技
#4:  激勵私營金融科技企業參與

課程開發與應用 #6:  擴展CEF可獲發還款項課程，以涵蓋更多金融科技和

ESG方面的專業培訓

ESG
#5:  引入ESG課程作為金融相關

學科的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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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需要涵蓋金融服務不同領域的核心能力圖，方可更全面地規劃人才發展。憑藉全面的最新核心能力

圖，現職從業員及有意入行人士可以更輕鬆地於職業生涯不同階段培養必要的能力；培訓機構亦可以更

有效地規劃和組織課程。

• 目前，從學科知識、應用能力到期望的專業態度，教育局推出的資歷框架（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

詳細列出特定金融服務業（如銀行和保險業）內各職能領域所需的技能，但沒有涵蓋資產和財富管理等

其他關鍵金融服務領域的技能要求。

建議一：制定和更新不同領域的核心能力圖

- 教育局成立的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ITAC」）可以考慮擴大範圍，以涵蓋金融服務業的其他領域並定

期更新。

- 可以考慮使用交互式工具，制定循序漸進的內容並提供指引，以便讀者理解有關內容。（可以參考新加

坡銀行與金融學會（Institute of Banking & Finance Singapore）等制定的金融服務技能框架。）

金發局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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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可以考慮擔任協調人或委派機構為金融服務業建立由政府（及有關機構）單獨或聯合

運營的實習和學徒計劃體系。

- 一如其他人才培養計劃（包括提升保險業及資產財富管理業人才培訓先導計劃），為鼓勵私營機構參與

經協調的實習和學徒計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可考慮向參與的僱主提供高達實習生酬金75%的津貼。

金發局的建議

• 如實習生／學徒在畢業後以常規就業方式獲聘用，公司可以憑藉運作良好的實習和學徒機制，享受更低

的招聘成本、僱員更優秀的技能及文化適應能力，從而隨著時間推移收回投資成本。

• 每年，香港的金融服務業至少提供數百個公私營實習和學徒職位。此類計劃的豐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證

明了實習和學徒制對公司的價值；但與此同時，人們可能會質疑這些機制是否一律卓有成效，或者相互

之間有何差別。

建議二：協調和評估實習和學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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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國際背景的需求將於未來幾年變得更為顯著。除深厚的知識外，公司還希望員工擁有更廣博的知識，

尤其是具備全球和內地視野。

• 非本地利益相關者、政治、文化差異和其他因素將對業務成果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為應對不斷變化的

國際環境，立志成為未來領袖的專業人士應獲得充分機會，持續拓展國際視野。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應考慮推出國際化人才計劃，香港的金融機構可以據此獲得津貼支持（例如租金和保

險費用），為本地員工提供外地就業機會。

- 為符合本計劃的資格，參加員工須承諾在調任後回港工作一段時間。參加的僱員如未履行此承諾，將會

受到處罰，並必須償還所產生的一切費用。

- 作為起步，該計劃可以試點方式進行，以評估效用和控制預算。

金發局的建議

建議三：透過資助支持香港專業人士在海外和內地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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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私營金融科技企業和從業員可以參與更多相關專上教育課程設計，求職者重要的「應用」能力就可以

發揮極大作用。大學有一些自費的金融科技碩士課程由資深從業員講授，可以考慮將這種做法擴展到學

士學位課程。

• 同樣重要的是如何激勵私營金融科技企業投入資源以促成實際應用，例如為學生開設短期或兼職實習機

會，讓他們從實際工作環境（例如公司的實驗室或辦公室）中學習。為鼓勵此類貢獻，建立公私營合作

關係將有助於這種投入。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 可建議受資助大學考慮私營機構參與金融科技相關課程設計。

- 大學可以邀請經驗豐富的從業員參與課程設計，並在適當的情況下參與教學。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可考慮為獲（教資會資助大學）選擇作為課程開發合作夥伴並為大學生提供實習機會

的金融科技公司引入財務誘因。

- 津貼金額取決於這類公司提供的實習機會數量，以每月或以項目為基礎。

金發局的建議

建議四：激勵私營金融科技企業參與課程開發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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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為學生提供基於行業需求的知識方面，大學發揮的作用甚為重要。但據我們的利益相關者參與的調查

顯示，在學校培訓中，ESG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

• 與此同時，僱主（包括金融服務業規模最大的公司）已在增聘ESG方面的人手，且這種趨勢有望增強。

若香港繼續採取自由放任的方式，很可能會在ESG人才的競爭上敗下陣來。

- 大學應引入ESG課程作為商科專業相關學科（例如工商管理、經濟學、財務和會計）本科生的必修學分。

- 修畢基礎課程後，學生如對該主題產生興趣，可選擇接受更高級／專業的培訓。

- 鑑於ESG是一個涵蓋不同行業的廣泛主題，因此引入此類ESG課程時可能不會有通用的方法；建議大學開

發課程時側重與各學院學生相關的領域。

金發局的建議

建議五：引入ESG課程作為金融相關學科的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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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進修基金（「CEF」）是政府轄下一項計劃，旨在資助有志學習的成年人接受持續教育和培訓。然

而，根據我們對最新合資格課程列表的研究，課程範圍仍不足以涵蓋金融科技和ESG等新興主題。

• 獲取補貼的另一個障礙是交付方式。鑑於疫情影響，CEF課程提供者只能於網上平台提供不超過批准教

學總時間70%的課程。無法做到的提供者必須安排補課，安排學員推遲到下一個批次，或向學員退還費

用。這種安排增加了課程提供者和學員的困難。

- 勞工及福利局應更及時地提升CEF基金課程和運作框架的靈活性，以更有效地運用CEF基金。

- 可以通過提高課程提供者申請框架的透明度，並使完全在網上進行的課程也符合資格（如適用）來提升

靈活性。

金發局的建議

建議六：擴展CEF可獲發還款項課程，以涵蓋更多金融科技和ESG 
方面的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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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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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金融科技技能供需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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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ESG技能供需的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