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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金融科技發展頂層規劃 推動香港成為區域樞紐 
 

金融發展局於5月9日發布了二份題為《香港 - 利用分布式

分類帳技術建立信任》及《香港金融科技的未來》的報告，指出

香港金融業已達至世界級水平，但在金融科技及分布式分類帳技

術（DLT）方面仍然處於萌芽階段，並建議政府在多方面加強本港

在金融科技的發展，促進香港發展成為金融科技的區域樞紐的角

色。  

 

報告突顯多個技術及業務領域的重要性  

 

金發局的報告中提及，香港政府及監管機構必須要加緊推動 

DLT技術的研究和應用。 考慮到DLT技術對金融業而言具有一定的

發展潛力，若政府能發揮推動角色，組織業界及學術界別，推動

DLT技術的研發，創造測試和應用的生態環境，將有助香港在相關

技術取得更佳的發展，同時推動業界在金融科技的進步。  

 

此外，報告亦列舉了未來5大金融科技關注項目，當中包括財

富科技、保險科技、數碼支付、數碼身份認證、網絡安全等；同

時亦提到建立智慧城市，及開放跨界別API平台等領域。 全球金

融中心在金融科技發展的競賽中，特別著重於金融科技的基礎建

設，如數碼身份認證、網絡安全、建立智慧城市生態環境及開放

跨界別API平台等領域。當中涉及不少跨領域，跨界別的協調合作，

和法規的修訂等，必須經過適當的規劃，是金融中心脫穎而出的

關鍵。   

 

區內國家雄心勃勃大力拓展金融科技 

 

近年，全球不少國家及地區都努力拓展金融科技，試圖在這

個新的領域上脫穎而出，提升當地的金融中心地位。 其中，英國、

澳洲、印尼、新加坡、泰國等政府均表現積極並已制訂了相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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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發展方向。 下面以新加坡及泰國為例：   

 

新加坡於2013年6月宣布要成為世界上首座“智慧城市”

（Smart City）的國家策略。 為了推動Fintech的發展，新加坡

於2016年5月打造線上FinTech Office，透過一站式平台協助和鼓

勵全球FinTech新創業及投資者在當地設點，並成立了智能金融中

心，為金融科技創新計劃撥款225億美金。  此外，新加坡於去年

11月份舉辦了為期五天的大型“Fintech Festival”，新加坡金

管局（MAS）更於會上介紹了合共10項涉及“監管”（如監管沙盒）

和“基建”（如區塊鏈應用、數碼化KYC）等兩大領域的舉措，期

望能為金融科技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泰國政府近年視金融科技發展為國家層面的發展策略，並定

了一個為期20年的「數碼化泰國」（Digital Thailand）國家經

濟建設計劃，該計劃共分為四期，每期五年。 該計劃包含“建設

橫跨全國的數位硬體設施”、“利用數碼化科技以加速經濟成

長”、“推動「數碼化社會」”、“建立「數碼化政府」”、“培

育數碼化勞動力”及“建立全民使用數碼化科技的信心”等，涉

及的領域包括基礎建設、人才培訓、市場教育等多個領域，去年9 

月泰國央行（Bank of Thailand）更針對eKYC推出了新的監管條

例，大力推動電子化身份認證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為推動金融科

技設下了相對完善而全面的發展規劃。  

 

打造香港成為區內金融科技樞紐 

 

環球金融中心的競爭激烈，香港政府近年大力推動金融科技

發展，並聯同各監管機構及持份者在“金融規管”、“研究培訓”

和“資金籌集”等三大範疇推出不同的措施，促進業界發展。 參

照海外及周邊國家的發展經驗，香港可爭取及早制訂金融科技的

中長期策略和計劃，不僅從個別的技術和金融產品角度考慮，並

從區域融合及發展等角度構想，將會對香港發展成為區域性金融

科技樞紐帶來極大的幫助。 事實上，區內不少國家如新加坡、泰

國正積極拓展金融科技，亦已定出了一系列的中長期規劃，逐步

執行和完善當中。 對比於區內其它國家而言，雖然香港的市場規

模較小，但本身擁有不少有利的發展條件，如相對充裕的人才儲

備（約34%本科生就讀STEM相關課程）、優良的創新基礎設施、政

府對金融科技日益重視、成熟的金融市場及“一國兩制” 的獨特

優勢﹐可在港開拓內地巨大的市場、與內地進行科研交流及合作

等。若香港以區域化視野，逐步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發展策略接軌，

尋找出香港的差異化競爭優勢，特別是支持一帶一路大型國家戰

略，通過強勁的金融科技，將有望成為亞太區金融科技的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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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外貿回穩向好對人民幣匯率影響幾何？ 柳洪 05.15 

2.  一季度香港經濟增長再勝預期 蔡永雄 05.12 

3.  新落成物業投資需求分析 蔡永雄 05.10 

4.  評估特朗普的稅務改革大計 
戴道華 05.05 

5.  美國 6 月“九成機會”加息背後的變數 
卓亮 05.04 

6.  如何看待人民幣作爲全球儲備資產的地位？ 
戴道華 04.27 

7.  重慶自貿區——渝港合作新亮點 
應堅 04.25 

8.  特朗普百日維新受挫 政府停擺逼近 
卓亮 04.24 

9.  解讀美國財政部最新的匯率政策報告 
戴道華 04.21 

10. 首季內地經濟增速回升 港貸款增長動力加強 
王鎮強 04.18 

11. 強美元政策的迷思 
卓亮 04.18 

12. 
“貨幣操縱”威脅消除 

 “匯率失調”（currency misalignment）風險再現 鄂志寰 04.13 

13. 地緣政治事件對大類資產走勢影響各異 
劉雅莹 04.13 

14. 聯儲局縮表乃偽命題 
卓亮 04.10 

15. 特朗普兩項貿易行政命令的影響 
黃思華 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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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雄 04.06 

17. 提高人民幣外匯儲備占比是一場長期競爭 
應堅 04.05 

18. 陰霾難消，“特朗普效應”何去何從 
蘇傑 03.31 

19. 中國結構性改革有賴各項政策相配合 
劉雅莹 03.29 

20. 數碼貨幣漸行漸近，香港將積極研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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