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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四月十七日）出席樹仁大學講座

的致辭全文： 
 
香港對金融人才的需求 
 

胡鴻烈校監、各位同學： 
 
  今天，我很高興來到樹仁大學，與各位商學院的同學見面。香港是國際金融

中心，相信在座不少同學都有興趣於畢業後投身財經界。人才向來是香港金融業

賴以成功發展的要素，如何更好地培育和吸納人才是世界各地金融中心共同面對

的重要課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香港各界在人才培育方面的互動角色。 
 
人才的重要性 
 

  現時，在香港從事金融行業的工作人口約有二十萬人，雖然只佔總工作人口

的百分之五點四，但對於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則超過百分之十六，足見金融業是

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 
 
  香港先進的金融基礎建設、健全的法制、完善的監管制度，以及具備優秀金

融人才等優勢，都有利香港發展金融業。我們亦參考了其他城市就提升金融業競

爭優勢所作的研究，其中倫敦市政當局在二零零五年進行的相關研究顯示，在芸

芸眾多競爭因素中，排在首位的是「具備優秀專才」。我對於這個研究結果深表

認同。 
 
  在全球金融業競爭日趨激烈的情況下，要維持香港金融業在區內的領先地

位，擁有足夠的金融專才極為重要。多年來，政府、各間大學和業界一直投放大

量資源，培育人才，為香港金融業發展奠下良好根基。香港要在金融業的發展上

再創佳績，必須依靠社會各界繼續合力承擔培訓人才的使命。 
 
 



政府 
 

  就政府而言，我們一向認同人才是香港最寶貴的資產。政府在各個政策層面

都致力配合發展香港的人力資源。 
 
  在教育方面，政府每年投放超過五百億元栽培本地人才。行政長官剛於去年

的施政報告宣布，會把九年免費教育進一步延長至十二年。我們亦已着手推行學

制改革，把學位課程改為四年制，以加強培養大學生的思維發展和建立宏觀視

野，更好地裝備他們面對未來的挑戰。我們也會繼續吸引不同地區的優秀學生到

本港的大學就讀，以締造更多元化的文化和學習環境，以及擴闊本地學生的視野。 
 
  另一方面，政府亦鼓勵市民以終身學習為目標，並持續進修以維持競爭力。

為此，政府已在二零零二年撥款五十億元，成立持續進修基金，以資助巿民修讀

認可的持續進修訓練課程。我很高興知悉，由基金成立至今，與金融服務相關的

課程一向是最多市民申請資助的課程，顯示香港的金融從業員一直努力不懈地提

升專業水平。政府現正與業界落實成立一個跨界別的七級資歷架構及相關的質素

保證機制，為持續進修建立「四通八達」的學習階梯。這個資歷架構會清楚說明

不同資歷的水平，以確保這些資歷的質素，促進學術、職業及持續教育的互通，

以營造一個有利終身學習的環境。 
 
  在這個全球一體化的年代，單憑培育本地人才未必能完全滿足經濟發展的需

要，因此，世界各地政府都極力開拓海外人才資源以增強本身的實力。繼引入優

秀人才入境計劃後，政府已於早前放寬審批年齡限制和其他先決條件，希望藉此

吸引更多內地和海外專才來港，為香港的金融業及其他行業的發展作出貢獻。 
 
  我們留意到海外專才特別關注香港是否有足夠的教育設施，以及香港的環境

問題。政府會致力增加國際學校學額和加強環境改善工作，增加香港對海外人才

的吸引力。 
 
大學 
 

  剛才我粗略介紹了政府有關推動人力資源發展的政策，而大學則是孕育本地

專才的搖籃，每年都為金融界栽培不少新血。各大學每年的商學院畢業生人數合

共超過四千多名，另有很多非商學院的畢業生也選擇投身金融界。統計資料顯

示，香港擁有「商科課程」專上教育程度的人口比例，已由一九九六年的百分之

二十六增至二零零六年的百分之三十二，以滿足金融業對人才不斷增加的需求。

此外，本地大學亦有與海外大學合辦具質素和口碑的研究生課程，吸引不少海外

的商界行政人員來港進修和工作。 



 
  多年來，大學在教育和栽培金融人才方面貢獻良多，角色舉足輕重。他們不

時因應業界最新發展更新課程設計和內容，確保與時並進。香港各大學在教學和

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均已獲廣泛認同，並在區內樹立優質品牌。 
 
  更重要的是，各大學校長和學院院長都認同，必須為學生提供一套全方位的

教育培訓課程，除了着重基礎金融知識外，還須輔以各種跨科課程和活動，加強

學生對領導才能、社會和文化技能的學習。現時樹仁大學已實行四年制的學位課

程，相信有助學生更好把握學習機會，接受全人教育的訓練。全人教育包含強固

的學術訓練、有關行業及社會各方面的廣博知識、溝通技巧、領導才能和國際觀

等。事實上，在現在以知識為本的經濟體系，全人教育更能切合社會和經濟發展

的需要。 
 
業界 
 

  要加強金融業的人才培訓，業界參與更是必不可少。業界向來是大學的緊密

伙伴，就着最新的行業發展、畢業生的技能需求及工作表現等向大學提供寶貴意

見。我很高興近年越來越多金融機構願意為就讀學位或碩士課程的大學生提供實

習機會，讓他們在實際的工作環境學習和應用行業技能，親身了解機構運作和工

作要求等。相信這些寶貴的實習經驗對他們往後投身金融界有莫大好處，我希望

有更多公司能夠提供實習名額，讓更多學生受惠。 
 
  我相信大部分金融機構都同意員工是公司最寶貴的資產。很多公司都因而大

力投放發展人力資源，為新入職員工提供全面的在職培訓，不但能鞏固公司長遠

發展，更能為香港創造知識和經驗並重的優秀人才。我鼓勵在香港的金融機構積

極參與培訓本地人才。我相信不少香港畢業生都極具潛質，在適當的培訓和引導

下，都能為公司、以至整個金融業作出貢獻。 
 
合作 
 

  剛才，我簡單介紹了政府、大學和業界在培訓人才方面各自的工作和承擔。

為了更好地促進三方面協力實踐培訓人才的使命，政府在二零零零年成立財經界

人力資源諮詢委員會，目的是提供一個平台，讓政府、大學、金融業界和監管機

構，以及培訓機構的代表定期就財經界人力資源發展交換意見和統籌相關工作。

委員會剛於上月和香港中文大學合辦一個有關財經界面對的人力資源挑戰的研

討會，邀請了資深的金融從業員分享經驗和心得。共有超過七百人參與，相信他

們必定獲益良多。 
 



投身金融業須作的裝備 
 

  我相信不少同學都有志投身財經界。最後，我希望鼓勵同學必須認清目標，

努力裝備，才能在求職及工作上取得成功。 
 
  首先，英語是國際金融中心的共通語言，擁有良好的英語溝通能力是入職財

經界的最基本要求，雖然大學課程未必會再側重語文訓練，但我想鼓勵同學必須

繼續磨練英語技巧。 
 
  我想同學亦會留意到，內地是香港金融業的重要市場，所以你們亦必須把握

機會鍛鍊普通話，以配合金融界在內地業務的增長需要。 
 
  另一方面，金融機構非常依靠團體合作，要進升管理層更必須具備領導才

能。我鼓勵同學們除了學習課本知識外，亦應積極參與其他活動，增強個人自信、

溝通能力和領導技巧等金融專才的必備條件。 
 
  隨着金融知識、技能、服務和產品日新月異的發展，金融專才亦必須擁有不

斷求進的心態，以及終身學習的志向，不斷擴闊視野，才能保持競爭力，應付不

同的挑戰。 
 
  我期望大家在畢業後成為財經界的生力軍，共同參與香港金融業的發展。 
 
  多謝各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