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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中，中國人民銀行及廣東省人民政府等五個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金融支持廣州南沙深

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見》（下稱《意見》），旨在強化金融支持南沙發展，提

升其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地位。《意見》強調「協同港澳」，聚焦金融服務便利化、現代

化、數碼化，對深化內地與港澳金融合作發揮更大引領帶動作用，亦凸顯香港及澳門對大

灣區金融業發展的重要性，同時為兩地銀行業人才帶來更多事業發展機會。 

《意見》共提出 30 條金融措施，涵蓋創新創業、社會民生及金融市場，重點推動跨境支

付、跨境信用融資等，支持科創、高端製造及數碼等產業，並優化大灣區資金結算政策、

期現貨市場交易規則等制度安排。 

人才流動呈全新格局 

上星期，香港銀行學會和澳門金融學會於澳門合辦第二屆「2025 澳門金融專才發展日」，

並正式推出全新證書課程，支援當地的綠色金融人才培訓並提供獲市場廣泛認可的專業資

歷。這一重要舉措不僅體現了港澳兩地在金融人才培養上的緊密合作，更彰顯了粵港澳大

灣區金融一體化進程中，跨境專業資格互認與人才標準共建的關鍵作用。 

當前，大灣區金融人才的流動已呈現出全新的格局，不再是簡單的「北上」或「南下」，

而是一個雙向融合和協同發展的過程。 

隨着大灣區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不斷深化，金融從業員既需要具備國際視野，又必須深入

了解內地市場的運作特點與監管環境。這種複合型能力的需求，正是目前大灣區金融人才

發展的核心特徵，而具備相關能力的人才短缺等問題，仍然是制約人才流動的重要挑戰。 

大灣區建設為金融服務業人才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在政策層面，「粵港澳大灣區

跨境理財通」持續發展，香港金融科技監管沙盒試點不斷推進，綠色金融支持政策陸續出

台。市場方面，綠色金融的蓬勃發展帶動了對相關專業人才的需求，數字人民幣等創新應

用催生了金融科技複合型人才。這些趨勢共同構成了大灣區金融人才發展的強勁動力。 

需推動能力標準對接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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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機遇與挑戰總是並存。香港、澳門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在行業文化、監管制度、數據

合規等方面的要求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能夠同時精通國際規則和內地市場的複合型人

才仍然短缺，這種能力缺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灣區金融合作的深度。 

面對這些挑戰，需要多方共同協作和努力。在專業資格認證方面，建立互認互通的資格體

系至關重要；在人才培養上，應注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在行業標準建設方面，需要推動

能力標準的對接與統一，為銀行從業員提供清晰的發展路徑。 

未來，金融業的變革步伐將持續加快。數碼化的廣泛應用、監管政策的持續更新、市場需

求的演變，都要求金融從業員保持終身學習的態度。只有構建開放、協同的人才生態系

統，才能真正釋放大灣區金融發展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