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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为香港金融赋予新前景 
 

——专访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原局长、Welab  Bank(汇立银行)董事局主
席陈家强 

 
本报记者  于晗 

 
    对于陈家强而言，成为官员、成为银行高管都是非常偶然的事情。在人生的前半场，他是一
位大学教授和商学院院长。一个偶然的契机，他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为香港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局长。离任后，他又将发展金融科技作为人生新的事业。 
    20多年，在职业旅程的辗转中，陈家强参与并见证了香港金融业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国际
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渐入佳境；金融科技成为香港金融业新的动

力，并展现出广阔前景。 
    接受《中国银行保险报》采访时，陈家强表示，香港除了要发展好金融之外，科技方面也要
一并做好，不仅要发力金融科技，还要努力成为一个科技中心。“我希望用自己小小的影响力，

在香港推动一下。”陈家强说。 
    25年，香港蜕变 
    回顾香港金融业的 25年，陈家强感触颇深。 
    “香港回归初期，多数香港银行是传统的英资银行和一些比较大的外资银行，因为香港资本
市场很活跃。后来，很多欧洲银行、美国银行也来到香港。过去十多年，来自中国内地的银行金

融机构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表明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香

港银行业的生态圈更大了。”陈家强说。 
    陈家强指出，很多内地银行来到香港后，以香港为中心，还管理着面向东南亚的银行服务。
因此，香港也成为很多内地银行的海外管理中心。香港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也得到巩固和提升。 
    作为前监管人士，陈家强更是亲历了香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首先是人民币
国际化，香港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之后，内地与香港密切合作，相继推出了

‘沪深港通’、基金互认、‘债券通’、‘跨境理财通’、MSCI中国 A50互联互通指数期货等互联互
通机制。这些变化，令我感到非常振奋，不仅对香港好、对内地也好，有利于两地资本市场的共

同发展。”陈家强表示。 
    近几年，金融科技在全球迅速兴起。香港也认识到这一趋势，2016年，香港金融管理局（以
下简称“金管局”）推出金融科技监管沙盒，逐步加快香港金融科技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金管

局在 2018年推出了“虚拟银行”发展政策指引。 
    “金融科技是未来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是行业共识。但过去香港的金融支付做得不好，尤其
是支付平台和一些银行金融服务，在数字化方面落后于内地。因此，金管局推出了一系列金融科

技的支持政策，其中就包括发放虚拟银行牌照。”在陈家强看来，这对香港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

改变。当虚拟银行出现后，整个市场不仅看虚拟银行怎么做好生意，也在看传统银行怎么改变经

营策略以应对竞争。 
    “伴随这个过程，香港对科技发展越发重视，银行业生态越来越‘数码化’，行业竞争也变
得越来越激烈。”陈家强说。 
    投身大时代 
    2017 年，陈家强正式离开香港特区政府，加入 WeLab 汇立集团，担任集团资深顾问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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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又担任WeLab Bank（汇立银行）董事局主席。 
    “离开香港特区政府的时候，我问自己最想做什么事情。当时，从监管到行业也都在讨论金
融科技是什么，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很多快。我在想，如果能够帮助香港发展金融科技的话，对个

人来说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于是，我跟WeLab走在了一起。”陈家强说。在WeLab汇立集
团申请虚拟银行牌照的时候，陈家强自愿成为推手。 
    虽然香港的银行业十分发达，但探索虚拟银行这种全新的银行业态，面临的市场挑战和压力
不小，尤其在一个未经科技深耕的领域。 
    “总体上看，香港过去对科技的接受程度不高，因为香港百姓已经习惯了一些旧的金融应用。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香港发展金融科技的空间非常大。”陈家强认为，一是香港的金融监管

制度，包括用户消费习惯，跟国外很多地方很相似。二是在香港落地的科技应用，在很多国际市

场可以同样应用，这是香港的一个重要优势。除此之外，香港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个人信息方

面，法律较为健全。 
    基于此，陈家强对虚拟银行的前景十分看好。“虽然目前虚拟银行还比较小、比较新，但对
于整个金融生态圈，虚拟银行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虚拟保险也在快速发展，整个金融生态圈正

在逐步改变。”陈家强说。 
    截至 2021 年 6 月，落户香港的金融科技企业数目已超过 600 家，包括与金融科技相关的实
验室、8 家虚拟银行、4 家虚拟保险公司和 1 家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等。在为社会提供崭新服务的
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与此同时，香港银行业数字化进展明显加快。金管局 2020 年公布的调查显示，35%至 56%
的香港银行视金融科技为发展机遇，86%的银行正逐步将金融科技融入各种金融业务。目前，香
港已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迅速拓展的首选城市之一。 
    如今，香港发展金融科技的相关经验也开始向外输出。陈家强介绍，在香港虚拟银行的启发
下，WeLab汇立集团把香港Welab Bank（汇立银行）的经验搬往其他市场，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了
一家当地银行，未来的目标是将这家银行也打造为一家数码银行，作为WeLab汇立集团在亚洲的
第二家数码银行。 
    展望香港新机遇 
    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的加深，也正在全方位重塑香港金融业前景。在金融科技监管方面，目
前香港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已与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对接，在两地合作交流的机制下，

金融科技的创新成果正不断萌生。 
    陈家强认为，未来，香港要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长远来看，香
港居民将成为大湾区经济生活圈的一部分，各方面社会、经济的往来将越来越密切。在这个过程

中，必然要涉及很多金融服务方面的对接，其中最基础的就是跨境支付。 
    对香港市民和内地市民来说，金融市场能够对接将是互利互惠的事情。“内地的居民可以买
香港的金融产品，包括银行理财和保险；香港的居民也可以在大湾区做一些按揭贷款和投资，内

地和香港居民对于金融有着共通的需求。”陈家强说。 
    但要做好这件事情，监管方面的对接十分重要。陈家强指出，内地和香港有不同的货币、不
同的金融行为、不同的监管制度，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要建立金融监管对接的机制。没

有监管对接，无法保障消费者权益，很多跨境金融行为都无法发生。 
    陈家强认为，金融监管沙盒的对接，就是要发挥试点作用，让一些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及科
技公司能够通过“一站式”平台，将跨境金融科技项目在两地进行同步测试，成熟之后，在更大

范围推广。“这有利于加快金融科技产品推出的速度，降低开发成本，我非常期待这方面的监管

成果落地，并起到应有的作用。”陈家强说。 
    谈及WeLab Bank（汇立银行），陈家强表示，要利用好自身的科技资源，同时要利用好两地
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监管合作的新机遇，为香港以及其他更多地区提供金融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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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鼓舞的是，在香港，很多年轻人、很多科技人士在从事金融服务相关工作，他们让我
看到了金融业新的气象。我也在努力学习，以迎接未来金融业新的发展机遇。”陈家强希望，未

来，香港除了金融之外也能成为科技中心，用好香港现有的一些科技资源，不仅是做好金融科技，

在整个科技创新方面能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