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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即將完結，我們經歷由防疫到放寬的不同階段，香港的市面可望陸續回復正常。作為推動

銀行業發展的一員，香港銀行學會（學會）非常樂見商業活動更趨活躍，並通過多個在本地舉辦

的大型國際活動成功滙聚了全球的金融人才，透過業界交流促進了銀行業的整體發展。 

 

回顧今年，我們首次擴闊「銀行專業會士」 (Certified Banker) 專業資格課程的報讀資格，以吸引

更多大專生加入銀行業，同時推出更多全新課程，包括未來銀行、人員管理技能、綠色及可持續

金融的相關元素；預期未來將繼續引入其他新興題目及熱門領域，期望「銀行專業會士」未來能

夠成為人才活躍於本地以至內地金融業的通行證。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與銀行業亦推出全新「銀行業畢業生培訓計劃」(Banking Graduate 

Trainee Programme, BGTP)，學會作為計劃管理人，全力支持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實習以至工作機

會，以更有系統地為銀行培育新血。 

 

學會亦協助金管局推出「銀行業導航」（Banking GPS）的一站式資訊網站，及第二屆「銀行業銜

接課程」(Future Banking Bridging Programme)，以進一步加深年輕人對銀行業發展前景和機會的了

解，同時為大學生做好準備，迎接未來銀行業的新挑戰。 

 

冀跨境人才交流可陸續恢復 

隨著內地「重開」並放寬防疫措施，預期跨境人才交流將逐步恢復。不少本地銀行亦一直為此作

好準備，通過內部培訓，推動從業員把握跨境金融業務的機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出台後，跨境業務發展蓬勃， 加上跨境理財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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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內對跨境金融服務的人才需求有增無減，學會亦積極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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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of Banking Professional, 

QCBP) 考試等。根據學會做的「銀行業人才培訓和發展調查 2022」，有 82%受訪者認同，跨境專

業資格互認有助吸引更多人才前往灣區發展。學會今年聯同澳門大學推出銀行專業資歷架構、銀

行專業會士（澳門）初級等課程，便正好為大灣區培育全面的金融人才提供了一個起點。 

 

持續壯大金融科技人才庫 

此外，香港金融科技周已向外界證明我們對金融科技的重視，《財政預算案》中亦提到加強培訓

本地金融業人才的發展。學會大力支持當局落實「金融科技從業員培訓資助先導計劃」，提供首

批獲認可金融科技專業資歷的「銀行專業資歷架構—金融科技」（ECF-Fintech）課程；更與香港

理工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合作，提供 ECF-Fintech 全新單元課程。 

 

金管局推行的「金融科技 2025」策略，尤其在人才發展方面，通過各類培訓、研討會、交流活動

等，鼓勵銀行從業員或其他行業人士在金融科技領域作專業發展，學會將繼續支持，並與業界共

同壯大金融科技人才庫。 

 



展望 2023 年，也是學會成立 60 周年，是見證香港銀行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我們將繼續提供專

業資格課程及更多可獲政府資助的進修計劃，從這方面著手連繫本地銀行及金融機構，提升從業

員的競爭力，以吸納更多人才，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113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