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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潛力厚 青年須把握培訓機會 

 
香港銀行學會行政總裁梁嘉麗 
 
 （本文於 2022 年 5 月 30 日刊於《星島日報》）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至今已有三年，期間在粵港澳大灣區（「大灣

區」）各城市的共同努力下，跨境業務發展蓬勃，有關機遇與日俱增，這不僅成為大

灣區重要的經濟發展動力，更是推動香港銀行業發展的三大引擎之一。本地銀行亦加

緊步伐，致力招聘和培育人才，以推動業務在大灣區的成長。 

 

跨境理財通、南向債券通的成功推出，為大灣區的良好發展打下了穩固基礎，令內地

及香港的銀行可面向更大的市場和客戶群，把握更多增長機會。大灣區規劃與金融科

技、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三者互相拉動，亦為金融業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發展潛力。 

 

香港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對跨境業務的興趣日增，其在內地的零售銀行和財富管理業務

也將加快擴展工作。例如，大灣區的零售銀行為客戶提供的無縫體驗，在情況許可下

進行遙距開戶、支付及按揭借貸等服務，將進一步加強區內各城市的聯繫。 

 

事實上，大灣區內的人流、物流（或商業往還）和資金流往來日趨頻繁，銀行為客戶

提供支援、發展業務的機會也隨之增加。內地不少城市亦陸續推出促進跨境融合和協

作的政策，例如，廣州南沙新區不久前公佈擴大境外資金投資當地實體產業的渠道，

同時推出政策吸引港、澳青年創業就業。 

 

香港青年協會上周發表的調查發現，超過七百名受訪且有意到大灣區其他城市發展的

本地大學生中，有約 84%認為大灣區的事業發展機會具相當吸引力。他們最想從事的

行業前三甲為「文化及創意」（17.9%）、「金融服務」（17.6%）及「科技與創新」

（17.2%）。該研究結果亦顯示，市場規模和培訓機會是香港青年最看重的內地城市優

勢之一。 

 

去年大灣區經濟總量已突破 12 萬億元人民幣，有機會超越加拿大及韓國，反映市場規

模龐大。然而，本地青年一方面未必充分了解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面又擔心將

來要面對缺乏人脈網絡、人才競逐激烈，及不了解內地法制等問題，這些痛點均需要

正視和解決。 

 

香港金融管理局上月與銀行業聯合推出全新「銀行業畢業生培訓計劃」，而學會亦是

計劃管理人，此計劃正正是要為畢業大學生提供包括大灣區業務的工作機會，以更有

系統地為銀行培育新血。 

 

內地和香港持續研究促進跨境聯繫，為有意拓展內地業務的國際銀行提供更多機會，

包括協助跨國機構連接內地的數碼生態系統，使其更有效地接觸客戶群，以及提供全

面的跨境銀行服務。有見行業對跨境金融服務的人才需求將有增無減，學會亦積極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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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本地銀行從業員取得內地認可的專業資格，例如舉辦中國「銀行業專業人員職業資

格」（QCBP）考試等。 

 

此外，中國的「雙碳目標」將促使內地各行業加速轉型及創新，同時推動大灣區於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方面的發展。因應這些行業趨勢，香港銀行學會亦推出「內銀港知」

系列課程， 就以上不同範疇為本地銀行從業員提供相關知識。 

 

因深知人才是推動大灣區持續發展的最重要資源，學會一直致力支持籌建大灣區金融

業人才庫，早前便聯同澳門大學推出銀行專業資歷架構（ECF）、銀行專業會士（澳

門）初級等課程，為大灣區培育金融人才基礎。我們亦將再次改善「銀行專業會士」

（Certified Banker）專業資格課程，涵蓋更多相關內容，支持他們裝備技能，把握大灣

區銀行業的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