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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半港企搶逾半港企搶金融科技專才金融科技專才
調查調查：：人工低致人才流失人工低致人才流失 技術性崗位最缺技術性崗位最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施政
報告提出招攬人才計劃，投資推廣署亦
積極培養本地人才，昨趁金融科技周之
際宣布與全球金融科技人才培訓平台
「10×1000 Tech for Inclusion」建立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螞蟻集團高級總監
兼10×1000項目負責人 Jason Pau表
示，截至上周，已有160名來自香港數
碼生態圈的專業人士，通過此合作加入
或完成了10×1000培訓計劃。
Jason Pau認為，人力資源是香港的

競爭優勢，本地人才其實蘊藏着巨大的
潛力，足以進一步推動香港的發展。此
次合作主要招募本地人才參加 10×
1000項目、共同創建新的合作項目，加
速數字化轉型、支持創業和促進數字經
濟的增長。他強調，計劃十分重視提高
中小微企業的質量，提升女性參與度，
女性學員佔比可達到30%。
投資推廣署金融科技主管梁瀚璟指出，

根據本地800多間金融科技公司的反饋，
大多希望在培養中級管理層上獲得支
援，10×1000項目對香港的金融科技生
態圈非常有價值。他相信是次合作能夠鑄
就更多專業人才，有助海外企業來港。
據悉，在2021年，10×1000認證了

來自66個國家和地區的1,067名學員，
其中約八成學員來自新興市場地區。
10×1000是世界銀行集團成員國際金融
公司（IFC）和螞蟻集團屬下支付寶，
於2018年聯合發起的一項慈善倡議。其
使命是在未來10年內，每年培訓至少
1,000名新興人才和技術型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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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種目前空缺率 未來一年空缺率

應用程序及軟件開發人員

金融科技業務或產品開發人員

區塊鏈/數碼貨幣專家

系統架構師和雲端專家

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專家

網絡安全專家

金融科技項目管理專家

數據科學家

用戶體驗/用戶界面專家

監管科技專家

ESG專家

數字營銷專家

10 20 30 40 50 %0

金融科技工種的空缺情況

20 40 60 80 %0

期望薪酬差距

市場專業人才
缺乏相關技術技能

市場專業人才
缺乏相關金融知識

專業人士無法認清
在金融科技上的職涯規劃

具有相關技術技能的專業人員
更喜歡為現任/初創企業工作

市場上金融科技專業人士
與公司文化不匹配

具有相關技術技能的專業人員
對金融科技沒有興趣或知識

缺乏金融科技人才的原因

提升本地金融科技人才的方法
提供實習機會

提供實習機會給大學生

增加課程供應

資助公司提供在職培訓
予非技術員工

提供實習機會給
對金融科技有興趣的人士

金融科技長期課程/
學位課程

金融科技短期課程

20 40 60 80 %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金融科技周繼續舉行，
即使風雨襲港下，亦無阻商界巨賈現身力撐，本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絲毫未見動搖。盈科拓展集團主席李澤楷
昨在金融科技周作演講嘉賓，他在會前接受外媒訪問時，
被問到作為商人及戰略投資者是如何看待香港未來，他
回應指香港對於東盟（ASEAN）是一個很好的樞紐，對
資本而言亦是很好的金融樞紐，「所以我沒有任何投訴，
相信香港未來繼續做得好。」

各地金融要員聚港是明證
李澤楷昨出席金融科技周作演講，吸引大批創業
家、企業高層等到場一睹其風采，他受訪時提到今屆

政府是以行動為導向，又指金融科技周雲集世界各地
重要金融人員，這些人員都是以行動為導向，反映他
們對本港前景充滿信心。對於政府日前發表虛擬資產
發展政策宣言，他認為對於香港而言將是一個很好的
機會，相信有關未來可期。
問到本港面對眾多挑戰，如加息環境、地緣政治風

險等，李澤楷則認為本港近期面對的困難只是一個漸
進過程，但香港本身的「DNA」仍存在，所以他對本
港前景感樂觀，惟在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方面或仍需
多加一點耐心等待，因政府需要在本地經濟復甦和內
地擔憂新冠病毒帶來影響之間取得平衡。他亦提到人
才或有所流動，但相信向前看將是更光明的前景，加

上最新施政報告亦有推出不少吸引人才措施，相信能
帶動更多人才來港，他亦對內地經濟持樂觀看法。

亞太中產階級崛起釀商機
李澤楷在演講時提到，目前全球或出現一些挑戰，

如地緣政治、宏觀經濟環境等，但同時亞太地區人口
結構驚人，加上中產階級不斷崛起，故他相信未來一
至兩年將出現大量機會及「交叉點」，讓人們思考創
業是否一個好時機，不過他坦言融資未必會如過去幾
十年般容易。
他解釋，在過去十年的低息環境下，投資者可以用

近乎零息及較低機會成本尋求風險投資，而現時投資
者則傾向非常仔細地檢查投資計劃，但他相信風險投
資仍然存在，而他亦正繼續尋找更多投資機會。

李澤楷：香港DNA仍在 前景樂觀

香港金融科技周正在舉行，昨有調查公布顯示，本港

的金融科技專才嚴重短缺，超過一半（57%）受訪企

業正積極招攬金融科技專才，尤其是技術性崗位。而造

成金融科技人才缺口的最大成因是期望薪酬差距，其次

則是缺乏相關技能。學者表示，各行各業都正現「人

才荒」，作為蓬勃發展的金融科技業，人才需求將不斷

上升，建議業界注重培養和科研，希望大學提供更多培

訓課程，以培養充足人才。◆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香港大學—渣打慈善基金金融科技學院、數碼港及生產力促
進局昨在香港金融科技周發布「金融科技人才研究報

告」，發現超過一半（57%）受訪企業表示正在積極招攬金融科
技專才，尤其是技術性崗位，造成金融科技人才缺口的最大成因
是期望薪酬差距，其次是缺乏相關技能。69%受訪企業認為實戰
經驗如實習工作更為重要，而提供更多金融科技相關課程能幫助
有潛力的人才建立相關基礎。
報告指出，65%受訪企業表示不強求金融科技技術性崗位擁有
金融服務相關知識，而64%受訪企業認為擁有一些技術知識的金
融科技非技術性崗位，例如項目管理經理及數碼營銷專家，會更
具競爭力。

軟件開發區塊鏈吃香
另外，報告稱電子支付、數碼貨幣，以及網絡安全與數據私隱
是香港最熱門的金融科技趨勢，而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能將會在
不久的將來成為改變金融服務業的關鍵技術。而未來一年人才需
求最大的技術性崗位包括應用程序和軟件開發人員、人工智能 /
機器學習專家、區塊鏈 / 數碼貨幣專家、系統架構師和雲端專
家、金融科技業務或產品開發人員，以及數據科學家。
當與其他大灣區城市比較時，三分之二（66%）的受訪公司認為
香港擁有潛力成為大灣區金融科技的領導者，其中26%甚至認為香
港也可以成為亞洲金融科技的領導者。調查結果顯示本港金融科技
發展仍有改善空間，令香港成為真正的領導者，以及在鄰近城市
（如深圳、上海和新加坡）中具競爭力。不過，銀行業在比較香港
與新加坡和東京的金融科技發展時對香港則較有信心。保險 / 保險
科技則是最認為香港落後其他鄰近城市的行業，有43%相關企業指
香港沒有潛力，也沒有準備好成為大灣區和亞洲的領導者。

業界與學界合作培訓
就本港人才短缺情況，港大—渣打慈善基金金融科技學院總監林
德華昨表示，人才不是馬上就能培訓出來，希望能夠由中學生入
手，透過長遠的課程規劃，持之以恒地進行。港大的報告提出了三
項建議，包括提供更多金融科技培訓課程；鼓勵業界與學界合作，
為大專學生提供金融科技實習機會；及提升業界對ESG的認知。
港大—渣打慈善基金金融科技學院副總監姚兆明表示，目前

各行各業都正現「人才荒」問題，作為蓬勃發展的金融科技業，
人才需求將不斷上升，他認為業界應注重培養和科研，希望大學
提供更多培訓課程，以培養充足人才。
上述報告的調查主要由生產力促進局執行，在2021年12月與

12名香港金融機構及金融科技企業的管理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並
於2022年5月至6月期間透過問卷調查訪問了超過390間香港金
融服務企業，匯集結果所得。

歐冠昇：香港是一流的「聯通博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業俊）港交所（0388）行政
總裁歐冠昇昨出席香港金融科技周活動時表示，預期未
來十年內地資本市場規模增長至逾100萬億美元，將出
現「金融大爆發」，而大灣區將成為「大爆發」的中
心，大灣區會是全球最大財富管理和風險資產管理熱
點，及人民幣國際化試驗場。他形容，大灣區的發展關
鍵在於「聯通」，香港是一流的「聯通博士」，大灣區
中的香港及深圳，可以像矽谷和華爾街般互相配合。

大灣區將成「金融大爆發」中心
歐冠昇表示，隨着中國經濟增長，其家庭將逐漸分配

到更多財富，並且將更多財富從房地產和銀行存款轉移
到其他資產類別，特別是資本市場。與此同時，內地持
續改革資本市場，而國際投資者對內地的投資仍然嚴重
不足，預計內地在岸資本市場在未來十年將增長到超過
100萬億美元，並在未來幾十年重塑全球市場。而擁有
8,600萬人口和2萬億美元GDP的大灣區，則是上述
「金融大爆發」的沙盒。他預計未來十年，大灣區的雙
向資金流動將明顯增加，並在全國資本流動中佔很大比
例，成為全球最大的財富管理和風險管理熱點。
他又指，金融科技已幾乎成為中國經濟結構的一部

分，內地的創新引擎繼續全速運轉，其申請的專利數
量是世界上最多。截至去年，中國已擁有超過250家
「獨角獸」創企，而數十萬回流國內的人，更帶來了
全球科學的寶貴經驗。金融市場中新經濟板塊的表現
繼續跑贏大市，強而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看似源源不斷
的科學、技術和商業人才正在推動這一趨勢。不少人
才正被深圳的創新、香港的世界一流大學和國際金融
中心，以及這兩座城市充滿活力的創業生態系統所吸
引，猶如矽谷和華爾街都在同一地方，形成獨特的生
態系統。在全球創新指數中，深圳、香港、廣州是全
球第二大創新科技集群。
他表示，今年深圳已成為全球第二大新股集資中

心，反映大灣區在岸市場的資金投入迅速，正在尋找

機會。世界上許多經濟強國都在沿海地區，而大灣區
獲政策支持，有意識地協調發展過程，將使大灣區遠
遠跑贏其他超級城市。大灣區的發展關鍵在於「聯
通」，而香港則是一流的「聯通博士」。

「互聯互通」已開啟新篇章
歐冠昇提到，大灣區為投資者和企業提供接近性、

文化一致性、經驗和至關重要的國際聯通性。港交所
為把握大灣區動力引擎的美好未來，一直致力與內地
建立聯繫渠道和基礎。例如2018年改革本港新股市
場，大大加強了內地新經濟企業與國際資本的聯繫，
同時鼓勵更多中概股來港第二上市。最近，港交所又
宣布了一項針對特專科技公司新上市要求的諮詢，讓
創企更容易獲得國際資本。
二級市場方面，港交所一直通過「股票通」計劃加

強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之間的聯繫，允許大灣區債券
投資者在全球範圍內配置其資產。過去幾個月，隨着
「ETF通」的推出和「互換通」（Swap Connect）的
發布，「互聯互通」已開啟激動人心的新篇章。在港
股通新增人民幣交易櫃枱，將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大
灣區全球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地位。歐冠昇認為，未來
若將在港上市的國際企業納入「港股通─南向通」網
絡，將會改變遊戲規則。

◆歐冠昇表示，香港及深圳可以像矽谷和華爾街般互
相配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林德華（右）
指，希望能由中
學生入手培訓人
才。左為姚兆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攝

近四成企業完全不熟悉近四成企業完全不熟悉ESGESG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環境、
社會和企業管治（ESG）已成為推動香
港金融服務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例如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不過港大的研
究則發現 38%受訪企業完全不熟悉
ESG，有42%對ESG有一些認知，當中
少於一半的保險 / 保險科技公司
（46%）和信貸與資本市場公司
（43%）了解ESG。於正在實踐ESG
或發展ESG相關業務的企業中，85%正
在ESG中應用或考慮應用金融科技。與
其他企業相比，中小企業亦似乎對ESG
只有較低水平的理解。
報告發現，即使在那些了解ESG的金

融科技公司中，目前也只有16%正在對
其進行定期審查ESG 和 / 或可持續發
展績效，另有13%聲稱計劃這樣做。採
用率低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公司沒有認識
到這樣做的好處，其次是缺乏資源，而
且更多中小企業沒有審查其ESG或可持

續發展績效。
另外，知識鴻溝是綠色金融發展的另

一個關鍵障礙，20%的公司指雖聽說過
綠色金融，但不知道如何申請。40%受
訪者指很難提取數據，34%認為香港的
綠色評估員數量有限，都是申請綠色金
融的主要困難。

初創公司對ESG較了解
然而，報告指初創公司則對ESG有

更多了解，因ESG可以被視為有希望
的籌資領域。例如，一家位於香港的
ESG數據初創公司Allinfra從全球金融
服務集團野村籌集了600萬美元的資
金，擴大其產品開發和銷售資源，為其
可持續發展數據管理軟件，以進一步支
持其他公司實現其可持續發展目標。除
此之外，綠色科技基金、循環利用基
金、新能源交通基金等項目亦支持初創
企業發展其與ESG相關項目的計劃。

◆◆Jason PauJason Pau（（中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攝攝

資料來源：「金融科技人才研究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