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發揮香港綠色金融中心
作用，促進大灣區綠色金融全面

合作，推動落實《可持續金融共同
分類目錄》必不可少。金融界立法
會議員陳振英表示，支持香港發展
成為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推動大

灣區內地城市與香港率先引入並落實
中歐《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
打通兩地綠色通道，共建兩地綠色貸
款、綠色債券、綠色存款、綠色股權
投資、綠色保險，形成深港綠色金融
服務帶，並研究推出跨境綠色金融稅
務優惠。

陳振英指，以《可持續金融共同
分類目錄》為依據，依託香港綠色認
證優勢，加強大灣區內地城市與香港
品質保證局及其他綠色金融評級機構
合作，在大灣區引入綠色金融評級機
構，為綠色金融提供第三方認證，提

高市場信用度。吸引大灣區各市在香
港發行綠色債券，或在大灣區內地城
市引入綠色QFLP基金，通過前海等自
貿區投資大灣區及其他地區綠色項
目。此外，他又建議搭建自願減排交
易平台，形成全球碳交易機制，並促
進綠色信息披露，分別在香港及自貿
區搭建區域碳足跡資料庫，合作提供
綠色教育及人才培育。

推分類目錄 擁五大好處
香港可望於第一季公布基於共同

分類目錄（CGT）的香港綠色分類目
錄，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馬駿表
示，金管局正在組織編制香港本地的
綠色分類目錄，其基礎是中歐共同牽
頭完成的《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
錄》。他指，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一直
在呼籲政府盡快發布這個目
錄，並希望其既包括中歐共同
目錄中的多數內容

（如新能源、綠色交通、水處理、固
廢處理等），也可以包括香港本地的
需要轉型的經濟活動（如舊樓的綠色
低碳改造）。

有了綠色分類目錄，他認為至少
有幾個好處：一是金融機構應可按分
類目錄報告綠色資產以及這些綠色投
融資活動所帶來的環境效益，提升綠
色金融活動的透明度和機構之間業績
的可比性；二是政府可以對綠色表現
好的金融機構提供激勵、獎勵措施；
三是目錄可以用來對一些產品進行綠
色貼標；四是目錄中與轉型相關的內
容可以指導金融機構的客戶選擇低碳
轉型的技術路徑；五是目錄可以為綠
色認證評估機構提供對綠色經濟活動
和資產進行評價的依據，幫助降低
「洗綠」 的風險。

增強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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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全球積極推動環境保護、社會
責任及企業管治（ESG），對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需求大增。香港作為亞
洲綠色金融樞紐，自然商機處處。香港
綠色金融協會主席馬駿表示，經過幾年
的發展，香港的綠色金融市場已經有了

很好的基礎，香港在綠色與可持續債券及貸款等產品方面已經成為有
全球影響力的融資中心。從業務量的趨勢上看，由於美元利率會持續
下降，未來幾年內綠色金融規模應該有較快的回升。

馬駿：冀盡快出台本地分類目錄 給予激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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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拓綠色金融 須建機制多創新

要發展綠色
金融，人才是不

可或缺的一環。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
席馬駿表示，香港要發展綠色經濟，
要成為綠色金融與綠色科技中心，一
定需要大量的ESG與綠色金融人才。
他認為，香港在這個領域的潛在人才
需求可達數萬人。

「試想，未來每個企業都需要了
解如何開展碳計量和披露，多數產品
都需要披露碳足跡，每個大中型企業
和金融機構的主要企業客戶都需要編
製零碳轉型計劃，都要披露ESG或可
持續發展報告，金融機構的多數客戶
經理都需要推銷綠色金融產品，此外

香港還需要服務內地和亞洲企業地區
的綠色與轉型客戶，因此這個綠色轉
型過程中對人才的需求量是巨大
的。」 他稱。

馬駿指，特區政府在培育ESG與
綠色金融人才方面已經推出了一些積
極的政策，如補貼了許多培訓機構所
提供的培訓計劃，香港政府在引入外
部人才的政策中（如優才計劃）也對
ESG人才給予了加分的優惠待遇。但
他表示，最新聽說一些ESG人才的申
請獲批的概率好像並不高，建議政府
對這些人才計劃的實施效果做個分析
與評估，可以考慮加大支持力度，並
考慮採取措施（如免費和優惠場地等

政策）鼓勵香
港機構對內地和國
外的客戶在香港提供
ESG和綠色金融相關的培
訓服務，以提升香港機構的能力和國
際影響力。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指，香
港生活及營商成本偏高，一定程度降
低了香港吸納海外人才及企業進駐的
吸引力，但特區政府已提出及推出多
項措施招商引才。立法會議員、交銀
國際董事長譚岳衡亦十分關注綠色產
業人才儲備，認為香港應透過加強業
界與院校合作，利用高等教育優勢，
培養更多 「綠色+」 複合型人才。

「要鞏固香港綠色金融中心的地
位，還需要在綠色標準、信息披露、
綠色科技、碳市場等幾個方面做出新
的努力和創新。」 馬駿指，希望金管
局盡快出台以中歐可持續共同分類目
錄為基礎的香港綠色分類目錄，並對
符合目錄的項目和金融業務給予激勵
政策；希望在落實國際可持續披露準
則（ISSB標準）方面加強能力建設，
在香港培育一個以ESG披露和提升為
核心的服務體系，其中包括碳核算、
認證、披露和碳中和規劃等服務能
力。

在綠色科技方面，他建議應該大
力引進全球的綠色科技企業到香港落
地，並給予政策、融資和場景構建方
面的支持；在碳市場方面，應該積極
與內地對接，爭取建成一個服務於中
國CCER自願碳市場的 「碳市通」 機
制，讓國際投資者可以通過這個機制
參與國內的碳市場交易。

開拓思路 助內地科企出海
馬駿表示： 「香港在協助內地實

現雙碳目標方面可以發揮多方面的積
極作用。傳統的作用是香港為內地企
業在海外融資，包括進行綠色融資。
但香港在其他方面也可開拓思路。比
如，香港已經宣布對上市公司實行
ISSB標準，在這些方面，香港可以率
先積累大量的能力和經驗（包括方
法、工具、案例等），在內地也開始
落實ISSB規則之時，就成為香港為內
地提供服務的幾個重要優勢。再如，
香港可以利用國際綠色技術在本地培
育科技企業，然後服務於內地市場；

也可以為內地的綠色科技企業出海提
供對接國際市場，尤其是東南亞市場
的通道。」

立法會議員、交銀國際董事長譚
岳衡認為，香港作為綠色融資中心有
五項優勢，包括區位優勢和國際吸引
力、健全的法律和監管體系、專業服
務優勢明顯、成熟的資本市場，及政
府支持和倡導。 「香港是連接中國內
地和國際市場的重要樞紐，擁有先
進、高效的金融基建和金融體系，是
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對來自區域和全
球的投資者和機構具有吸引力。」 他
續稱，香港擁有健全的法律和監管框
架，能夠保護投資者權益，為金融市
場的穩定和透明度保駕護航。

股債市場成熟 具融資優勢
此外，譚岳衡指出，香港在金融

創新經驗和專業服務方面具有明顯優
勢，銀行、保險、資產管理、風險投
資和法律等一系列專業服務資源和經
驗豐富。相關的專業服務提供方能夠
為綠色融資項目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包括融資結構、盡職調查、評估和監
測等。 「香港的資本市場，包括股票
市場和債券市場，相對成熟。香港證
券交易所是全球最重要的IPO市場之
一，也是許多大型企業和投資者的首
選。香港的債券市場也日益重
要，可以為綠色債券和其他可
持續融資工具提供高效的發行
和交易平台。」 最重要的是，
香港特區政府積極支持和倡導
綠色融資發展，為最
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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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綠色轉型
人才需求巨大

大公報
記者整理

加強培訓

香港五方面
推進綠色科技
及金融

•現任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
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G20
可持續金融工作組聯席主席、聯合國環境署
可持續金融特別顧問等職務

•在擔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期
間，牽頭起草了中國的綠色金融指導意見，
推動形成了G20平台下的全球綠色金融共識

•曾任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經濟學家、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
學家、首席投資策略師、董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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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達碳排峰值，來自非化石燃料
的電力達25%

•2050年90%電力來自核能與永續能
源

•2060年實現碳中和

•以2005年碳排為基準，2030年減排
50%至52%

•2035年電力零碳排

•2050年實現碳中和

•以1990年碳排放量為基準，2030年
減排至少55%，綠能佔比提高至40%

•以2021年為比較基準，2035年新車
達零碳排

•2050年達淨零碳排（碳中和）目標

•制定行動
綱領，明確
香港目標和
策略

•加強
和支持綠色

科技及綠色金融
的創新和發展，
鼓勵更多的參與
和合作•培育行業

所需人才，
滿足市場需
求

•完善行業
規 範 和 標
準，提升品
質和透明度

•拓展與
內地和國際的
相關合作，創
造機遇

中美歐
減碳目標

◀香港與全球一樣，
在過去百多年有變暖
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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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綠色機構債券，集資
已分配予7個綠色項目

•首批由亞洲政府發行的30
年期綠色債券，集資已分
配予12個綠色項目

•首次發行以歐元及人民幣
計價的債券、亞洲最長年
期（20年）政府類別歐元
計價綠債

•首批綠色零售債券，規模
200億港元，是全球發行
額最大的零售綠債；2023
年9月發行第二批價值200
億港元零售綠債

•發售57.5億美元等值的美
元、歐元及人民幣綠債，
是亞洲發行額最大的ESG
債券，人民幣債券的發行
額倍增至100億人民幣，
以滿足投資者需求

•發行全球首批價值8億港元
的代幣化政府綠債

•發行近60億美元等值涵蓋
美元、歐元及人民幣不同
年期綠債，人民幣債券發
行額增至150億人民幣，
並新增10年期債券。截至
6月已成功發行190億美元
等值，以環球機構投資者
為對象的綠債

綠色債券

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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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計劃
•推出了為期3年的 「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培訓先導
計劃」

2022年
12月

2022年
10月

港交所

•港交所推出
Core Climate平台，是
唯一提供港元及人民幣
結算的國際自願碳信用
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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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積極推動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企業管治（ESG），對綠色和可持續金融需
求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