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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 「世界合一論壇」
昨日在香港開幕，並

揭開 「金融盛事周」 序幕，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論壇上致
辭說，香港長期以來是全球

領先的金融中心，近年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
化，促進永續發展及綠色經濟，香港擁有 「一
國兩制」 獨特優勢，可以成為東西方的橋樑。
另外，特區政府昨發表有關發展香港可持續披
露生態圈的願景宣言，闡明香港發展全面的可
持續披露生態圈的願景和方針，有助香港在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的領域緊貼國際趨勢，加速朝
着國際綠色金融中心的方向邁進。

港金融中心領先全球 推動綠色經濟
金融周揭幕 世界合一論壇匯聚全球500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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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合一論壇

2022年
在香港發行綠色和可持續債務

（億美元）

大公報記者 彭子河（文） 何嘉駿（圖）

在2023年施
政報告中，行政

長官李家超強調，推動香港綠色和可持
續金融發展，並計劃推出專為綠色金融科
技而設的概念驗證測試資助計劃。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日重申，今年上
半年將推出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科技概念驗
證測試資助計劃」，促進商業化及綠色金融
科技新措施發展。

早在2021年，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已推
出 「拍住上」金融科技概念驗證測試資助
計劃，旨在鼓勵傳統金融機構夥拍金融科
技企業，就創新金融服務產品進行概念
驗證測試。計劃由特區政府全資擁有
的香港數碼港管理公司負責執行，為

未被商業化的尖端金融科技提供
前期資助。

繼 「拍住
上」金融科
技概念驗

證 測

試資助計劃取得成功後，特區政府今
年又推出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科技概
念驗證測試資助計劃」，為未被商業化
的綠色金融科技提供前期資助，拓闊綠色
金融科技的生態圈，打造香港為綠色金融
科技樞紐。

港綠債發行兩年飆6倍
許正宇表示，本港綠色及可持續債券每

年發行量可觀，由2020年的120億美元，
增至2022年逾800億美元，兩年間增長高
達6倍，2022年本港綠色及可持續債券發
行量在亞洲排行更居首，佔整體市場
35%。政府亦發行綠色債券，包括去
年發行全球首例代幣化綠色債券。

他強調，香港將繼續提升國
際金融中心獨特地位，連接亞
太區內經濟體之間資本流
動，並連接內地，為全
球綠色轉型作出
貢獻。

上半年推資助計劃
香港扶持綠色科企

亞洲有條件孵化綠色獨角獸

應對氣候變化
已成為人類長期目標

瑞銀（UBS）財富管理亞洲區主
席兼瑞銀香港區主管及行政總裁盧彩雲表

示，在推動綠色及可持續發展過程中，金融
業可發揮重要作用，據估計，全球需要高達

125萬億美元（約978萬億港元）的資金，才能在
2050年達至淨零排放，故沒有人能夠獨力完成這項
艱巨工作，需要所有人盡一分力，當中公營界別資金
和私營界別資金的合作尤為重要。

盧彩雲續說，香港可扮演重要的綠色樞紐角色，以推
動亞洲區的可持續發展。她指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大灣區人
口達到9000萬，地區生產總值龐大，在綠色轉型方面可採用國
際標準，以及推動低碳發展。

她說，瑞銀致力成為可持續金融領域投資機會
的全球聯繫人，也支持 「世界合一論壇」 及

其加速淨零轉型的決心。瑞銀在亞太區
覆蓋13個市場，並可於匯集資本、

人才和影響力的資源上發揮
重要作用。

缺口巨大

▲許正宇表示，上半
年推新計劃，促進商
業化及綠色金融科技
發展。

「世界合一論壇」 昨日在香港
開幕，協辦機構之一的世界經濟論

壇 創 始 人 兼 執 行 主 席 克 勞 斯 ． 施 瓦 布 （Klaus
Schwab）以視頻形式致辭。他表示，預料氣候及自然轉
型涉及的資金，每年增加逾3萬億美元，而目前全球具影
響力投資市場的規模，估計只有逾
1萬億美元。為達到2030年聯合國
可持續發展目標、2050年淨零排
放目標，施瓦布認為需要共同合
作，建立統一平台，並釋放亞洲的
創新及綠色科技。

公私營慈善合作具潛力
亞洲區排放的溫室氣體佔全球

排放量大約一半。他期望透過舉辦

今次論壇，能有助加快亞洲及其他地區的自然及氣候創
新，強調沒有任何單一持份者能夠獨自降低轉型所帶來
的環境相關成本，亞洲區在應對氣候危機站在最前線，
亞洲有孵化及擴大下一代綠色科技創新公司及獨角獸的
有利條件。

隨着亞洲區內的慈善團體越來
越傾向投資氣候、健康及教育解決
方案，施瓦布認為公私營慈善合作
具有潛力，可利用政策、市場、公
共及私人金融、科技及文化，並利
用現有知識團結相關持份者，推動
有效解決方案來應對目前的氣候危
機。

◀克勞斯．施瓦布昨以視頻形式
在論壇上致辭。

H.S.H列支敦士登親王
馬 克 斯（H.S.H. Prince

Maximilian von und zu Liechtenstein）在論壇
上表示，價值觀是推動人類行為的重要動力之
一，而應對氣候轉變的動能正在不斷累積，舉例
說，大家都由以往比較短期導向逐步轉為長期導
向。長期而言，他認為，只有能夠推動社會良善
發展的機構或企業，才能代代相傳。

不過，他認為市場上存在不少阻力，例如大
部分政府對碳排放的定價仍然做得不足夠；若要
完全取代傳統的化石燃料需要巨額投資，也招來
不少反對聲音。儘管如此，他說推動可持續發展
應該由每一個人（例如消費和個人行為）做起，
而不是將期望放在其他人身上。

亞洲是經濟引擎 起領導作用
世界經濟論壇執行董事梁錦慧表示，經濟

增長、能源需求及資源利用，一直以來都緊
密相連，過去200年能源及資源規模，與
經濟創造的財富同步增長，但現時資源消
耗已超過地球可以自行再生的能源。

梁錦慧表示，亞洲是經濟增長引擎，
區內年輕人口佔全球60%，可發揮領導作
用。不過，單靠科技尋找解決方法並不足夠，
政策及監管框架、市場機制等的創新同樣重要。

◀馬克斯認為，
只有能夠推動社
會良善發展的機
構或企業，才能
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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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可持續債券

•2022年在港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券
總額近2800億美元，佔亞洲市場超三
分一，居亞洲第一位

特區政府債券

•至今已發行合共約250億美元等值的
政府綠色債券

•2023年發行全球首批代幣化政府綠色
債券，上月再發行總值約60億港元的
多幣種數碼綠色債券

其他省市政府債券

•深圳市及海南省政府連續在港發行離
岸綠色和可持續債券，2023年共發行
71億元，包括藍色債券、生物多樣性
債券等多種形式

國際和區域合作

•2023年10月金管局基建融資促進辦
公室以始創成員身份，分別加入
「持續投資能力建設聯盟」以及
「綠色發展投融資合作夥伴關係」

•金管局與國際金融中心於2020年11
月共同發起 「綠色商業銀行聯盟」

社會價值

願景聲明五項重點
•香港成為首批將本地可持續匯報準則，銜
接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ISSB準
則）的司法管轄區

•以整全方式發展本地可持續匯報準則
（《香港準則》）和可持續披露生態圈

•《香港準則》擬供上市公司、受規管金融
機構等跨界別應用，並以分階段方式實施

•推動可持續核證，以促進具公信力的匯
報、加強培訓人才以支援業界和企業，以
及促進科技方案的應用，以提高效率、減
低成本和利便披露的兼容性和互通性

•目標今年內推出適當地採用國際財務報告
可持續披露準則的路線圖，為香港企業提
供具透明度及清晰的路徑。

▶李家超表示，香港長期以來一直是
全球領先的金融中心，近年高度重視
應對氣候轉變，擁抱綠色經濟。

綠色和可持續債務類別
2022年金額

債券
278

貸款
527

總計

805

2021年金額

313

252

565

按年增減

-11.2%

+109.1%

+42.5%

建造樞紐

名列前茅

▲世界合一論壇吸引超過500
名來自世界各地政商領袖及學
者參與。

註：個別項目數字由於四捨五
入，相加後未必等於相應總額。
資料來源：金管局2023年3月份
《季報》

◀盧彩雲說，
香港可扮演綠
色樞紐角色，
推動亞洲可持
續發展。

是次論壇由可持續科技學院（Institute of
Sustainability and Technology）主辦，世界經濟
論壇發起的 「善資助力地球行動」 （Giving to
Amplify Earth Action）合辦。是次論壇吸引超過
500名來自世界各地政商領袖及學者參與。

續擴大綠色金融科技與產品
李家超表示，香港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領先的

金融中心，近年也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轉變、促進可
持續發展、擁抱綠色經濟，以及在這些關鍵領域建
立全球合作。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過程中，香港擁有
「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也早已建立了穩健的金
融基礎，加上法治精神、市場化和國際化的營商環
境、國際化的監管制度，以及資訊流、人流和資金
流自由流動的環境，是發展創新解決方案以促進可
持續發展的理想樞紐。

在未來30年，單計亞洲區已需要高達66萬億
美元的氣候投資。李家超表示，香港致力運用專業
知識和資源，以滿足這巨大需求，目前已取得實質
進展。舉例說，在2022年，香港發行的綠色及可
持續債務總額（包括債券和貸款）達805億美元，
按年增長超過40%。此外，截至去年底，香港證監
會已授權的ESG（環境、社會和治理）基金超過
200隻，管理總資產超過1600億美元，按年分別增
加24%和20%。

展望未來，特區政府將持續發行綠色債券，擴
大綠色債務以支持轉型產品，推動綠色金融科技，
協助企業和金融機構披露可持續發展報告。

會計師公會將制訂準則指引
李家超預告，在今年稍後時間，香港金融管理

局和迪拜金融服務管理局將在香港聯合主辦氣候金

融會議，會議重點將落在中東和亞洲轉型融資的機
會和挑戰之上。

特區政府昨日發表有關可持續披露生態系統的
願景聲明，目標是使香港成為本地可持續匯報準
則，銜接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ISSB準
則）的首批司法管轄區。

香港會計師公會作為匯報準則的制訂者，將訂
立銜接ISSB準則的本地可持續匯報準則（《香港
準則》）實施指引，並將分階段方式實施，優先應
用於上市公司與金融機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願景是向
國際投資者和市場展示香港致力鞏固在國際可持續
金融領域的領導地位，並強化香港企業的競爭力。
特區政府為了將願景轉化為具體行動，今年將會落
實路線圖，為在香港從事綠色業務的企業，提供透
明及明確的可持續發展披露方式。

•2024年秋季將與迪拜金融服務管理局
共同在港舉辦氣候金融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