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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銀行業界宜共同「超前部署」 
 
香港銀行學會行政總裁梁嘉麗 
 
 （本文於 2022 年 4 月 25 日刊於《星島日報》） 
 
隨著本地大學的學期結束，應屆大學畢業生進入「搵工」的黃金期。儘管在疫情及經

濟環境的因素影響下，他們求職時難免會有一些焦慮及壓力。作為本地最大僱主之一，

銀行業應該為香港的未來人才提供支援，加強他們就業的信心。 

 

本地銀行業界一直對培育全面的金融人才不遺餘力，不同機構每年都致力推動專業的

人才發展計劃和不同課程，培育即將投身社會的大學生，以至面對選科抉擇的中學文

憑試考生，以加深他們對銀行業的了解、增進銀行知識，助年輕人認清事業前景。 

 

近年銀行業界及大學為協助加強年輕人對金融業的認識，舉辦了不少活動，例如香港

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去年聯同香港銀行學會（「學會」）於 11 間本地大學舉辦

職前講座，旨在向各學系的本科生介紹銀行業發展。過程中亦讓我有不少機會跟應屆

的大學畢業生交流，進一步了解他們的看法及感受。  

 

其中一名參加活動的大學生尤令我印象深刻。言談之間，我發現他不僅對銀行業的發

展前景有一定了解，掌握頗多相關知識，並有意加入金融領域。但同時也因為自己並

非商科或財務學系出身，對能夠順利加入銀行業的信心不是很大。這確實是不少畢業

生均面對的問題。 

 

但其實這位同學也不用過於擔心，因為透過主動參與不同活動，了解銀行業的工作機

會及資訊，他已踏出正確的第一步。隨著與金融科技、粵港澳大灣區、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等相關的新業務機會出現，銀行也需更廣泛招募具不同學術背景及專長的年輕人。

最重要的是，他們未來要掌握更多「軟技能」（soft skills），並積極進修以吸收行業新

知識，取得認可的專業資格，從而增加自己獲聘的機會。 

 

金管局與學會於去年底首次合辦的「未來銀行銜接課程」，亦旨在從銀行業界的角度

出發，為大學生提供可迅速和深入了解銀行業工作的機會。除探討業內的最新話題外，

課程還分享了有關求職心態及面試技巧等有用心得，以及介紹了四大熱門領域包括

「大灣區銀行業務知識」、「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軟技能」及「金融科技」

的專業知識。 

 

有了銀行業界的支援，年輕人宜及早制定進修增值的路徑，多參與相關的活動及課程，

籌劃未來的職業發展，緊貼本地銀行業的新機遇。銀行亦應積極鼓勵年輕人及早裝備

自己，甚至以未有工作經驗的大學生為招攬及培訓對象，這樣既可協助他們成功就業，

也能為業界注入新血及增添活力，共同「超前部署」。 

 

而作為本地銀行業的專業培訓及資格認證機構，學會能夠協助大學生了解行業，其中

包括推動「銀行專業會士」（Certified Banker）及「銀行專業資歷架構」（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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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y Framework）等技能培訓及專業資格的發展，最適合仍在考慮未來職業，並

對加入銀行業有興趣的同學報讀，以增加他們求職時的信心。 

  

透過制訂通用的資歷架構，學會一直協助年輕人接受專業培訓，以及為他們提供實戰

經驗，未來將繼續為本地金融人才發展計劃作出貢獻，栽培新一代的年輕銀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