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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季報》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於 「全民國家安全

教育日」 致辭時表示，挺港惠港措施將會陸續
有來，並寄語香港把握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
大力發展綠色金融。金融界人士認為，香港可
發揮國際金融中心資金融通的優勢，支持國家

「雙碳」 和綠色發展戰略，藉此鞏固並擴大香港在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
服務範圍。長遠而言，相信香港有能力成為區內領先的綠色金融樞紐。

責任編輯：邱家華 美術編輯：劉子康

發揮資金融通作用 助力國家雙碳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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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支持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發展，人民銀行與金管

局於今年1月聯合宣布，推出 「三聯通、三便利」
合共6項政策舉措，深化內地與香港互聯互通持續
發展，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核心競爭

力，以及鞏固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角色。其中，
「跨境理財通2.0」 更是已於2月啟動。

「三聯通三便利」 包含六項新措施，包括：
推動內地債券成為合格抵押品；進一步開放境外投
資者參與境內債券回購業務；發布優化跨境理財通
試點的實施細則；在粵港澳大灣區實施港澳居民購
房支付便利化政策；擴大深港跨境徵信合作的試點
範圍；以及深化數字人民幣在香港的跨境試點。

利好香港發揮金融服務優勢
這些措施均反映中央對香港金融發展的堅實

支持。香港是世界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六項新措
施擴大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更好地滿足
國際投資者對內地債券市場的流動性管理需求，有
利於香港進一步發揮國際金融中心作用，為加快建

設金融強國、金融高質量發展作積極貢獻。新措施
亦回應了兩地居民和企業對跨境金融服務的需求，
為兩地居民跨境零售消費提供創新的支付服務，便
利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購房，並通過跨境徵
信合作，為兩地企業跨境融資提供更便捷的服務。
特區政府將繼續積極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發揮好金融服務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於2019年2月
推出，並提出 「擴大香港與內地居民和機構進行跨
境投資的空間，穩步擴大兩地居民投資對方金融產
品的渠道」 。經監管部門努力下， 「跨境理財通」
終於在2021年9月正式啟動，而優化版的 「跨境理
財通2.0」 亦於今年2月正式實施。專家預期，隨着
額度提升及產品更多元化，跨境投資需求預料急
增，有助進一步鞏固香港資產管理中心地位。

作為國際風險
管理中心及保險樞

紐，香港致力成為便利發行保險相連證
券（ILS）的理想地點。在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框架下，中央政府支持內地保險公
司在香港發行巨災債券，更會帶來機
遇。署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浩濂
於上周舉行的保險相連證券研討會中表

示，香港緊密連接內地及國際市場，是
發行保險相連證券的理想平台。

陳浩濂表示，許多富經驗和專業知
識的保險公司及再保險公司扎根香港，
為建設保險相連證券生態圈提供穩固基
礎。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更多機構來港
發行保險相連證券，以進一步鞏固香港
作為國際保險樞紐的地位。巨災債券是
保險相連證券的一種。保險相連證券屬
風險管理工具，讓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
司將其承保的保險風險透過證券化轉移
到資本市場。

為拓展保險相連證券市場，特區政
府修改條例，《2020年保險業（修訂）
條例》於2021年3月生效，保險業監管
局為在香港發行保險相連證券而成立的
特定目的保險人（SPI），提供特定及簡
化的授權和規管框架。特區政府於2021

年5月推出 「保險相連證券資助先導計
劃」 ，在香港發行的合資格保險相連證
券，最多可獲得資助全額前期發行成
本，上限為1200萬元，並在2023至
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獲延長兩年。

鼓勵更多內險企來港發債
中國銀保監會（現為國家金融監督

管理總局）在2021年9月就內地保險機
構在香港發行巨災債券發出明確指引，
其後定出相關資本額要求，以鼓勵更多
內地保險公司利用香港發行巨災債券。
而特區政府於2022年發布《香港保險業
的發展策略藍圖》，清晰列出香港保險
業的發展願景和使命，當中包括把握國
家 「雙循環」 策略，以及會致力推動更
多不同種類的保險相連證券在香港發
行，以鞏固香港的風險管理功能。

特區政府上月
公布 「綠色金融科

技地圖」 原型，目的是幫助企業和金融
機構，更好地了解目前香港綠色金融解
決方案的實用性及發展階段，並將定期
更新。該地圖覆蓋碳信用交易、ESG數
據分析、綠色及數碼金融投資等。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
示，特區政府高度重視綠色金融和金融
科技進步，推出該地圖象徵着綠色金融
與科技的融合，有利加快向綠色經濟轉
型，促進綠色金融科技生態系統的發
展。該地圖主要協助金融機構和企業，
提供數字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產品，包括
支付、貸款、存款、金融工具、投資和
保險。同時為碳產品開發和交易提供支
持，並協助企業和金融機構收集和分析
碳排放數據。此外，亦有助企業和金融
機構進行ESG、氣候和自然相關的信息
披露，並滿足相關的合規和監管報告要

求，同時提供ESG數據分析和評級等。

採用國際準則 吸引外資
證監會行政總裁梁鳳儀表示，綠色

金融科技是可持續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
催化劑，該地圖將鼓勵金融業盡早採用
技術解決方案，從促進監管合規、為投
資決策提供資訊到開發新金融產品，都
令金融機構獲益良多。她呼籲金融機構
以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披
露標準作為共同語言，討論可持續金融
上所面臨的風險和機遇。她解釋，企業
綠色轉型需要資金集資時，若未能使用
此共同語言，國際資金可能不作考慮。

香港是全球主要集資中心，眾多環
球基金、銀行及發行人在港集資，不少
上市公司與電動車、新能源、再生能源
或太陽能等相關，市值龐大，她認為香
港以上市公司為起步點，要求企業跟隨
ISSB披露標準提交報告是合適。

跨境理財通2.0啟動 推升跨境投資需求

大公報記者 彭子河

夏寶龍稱，要根據香港本地的資
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市場
特點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業、新模
式、新動能發展， 「構築香港競爭新
優勢」 。綠色金融，正是推進香港經
濟高質量發展的方向之一。

盡快出台綠色分類目錄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綠色發

展研究院院長、大灣區綠色金融協會
名譽主席馬駿表示，經過多年發展，
香港的綠色金融市場已奠下良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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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表）

要鞏固香港的綠色金融中心地
位，馬駿認為還需要在綠色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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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
希望香港金融管理局盡快出台以中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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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B披露標準方面加強能力建設，在
香港培育一個以ESG（環境、社會和
公司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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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大力引進全球的綠色科
技企業到香港落地，並給與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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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個服務於中國核證自願減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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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內地的碳市場交易。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譚岳
衡表示，香港可以利用已經建立的綠
色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人才和客戶
基礎，大力支持綠色PE（私募股權基
金）、VC（Venture Capital，即風
險投資、創業投資）融資和綠色科技
企業上市融資，利用金融市場優勢，
主動培育一批綠色科技領域的中小型
企業。沿着這個方向發展，香港綠色
金融市場就能擺脫與其他綠色金融市
場 「同質化」 的困境，將綠色金融提
升至 「綠色科技助推器」 的作用。

跨界合作 產融結合締雙贏
代表金融界的立法會議員陳振英

建議特區政府可以在綠色能源、交通
和建築等方面與其他城市開展合作交
流，推動自身和區域內的低碳運營模
式。又可考慮引進最前沿的綠色理
念、技術和措施，吸引行業優秀企業
和人才在香港落地綠色生態項目，並
鼓勵金融界加大對該類項目的投入與
支持，鼓勵跨界合作，以實現產融結
合獲得雙贏。

三聯通三便利措施
❶推動內地債券成為合格抵押品

❷進一步開放境外投資者參與境內債券回購業務

❸發布優化跨境理財通試點的實施細則

❹在粵港澳大灣區實施港澳居民購房支付便利化
政策

❺擴大深港跨境徵信合作的試點範圍

❻深化數字人民幣在香港的跨境試點

▲國家全力支持鞏固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角色。
去年底，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右二）於一項活動上，在中
國銀行展台體驗數字人民幣服務。

香港藉着充分
發揮自身的專
業優勢，將綠
色和可持續金
融的服務範圍

延伸至內地，包括粵港澳
大灣區、 「一帶一路」 沿
線國家乃至全球範圍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

陳振英

香港應繼續發
展壯大綠色金
融產品市場，
在披露標準和
綠色認證上繼

續保持領先水平，同時擴
大與內地在綠色金融方面
的合作

全國政協委員

譚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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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利用香港提前內地10年實
現碳中和的優勢，通過創
新試點和示範項目，支持
國家雙碳和綠色發展戰略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

馬 駿

為應對氣候變
化，中國將提高國

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
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
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於
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多家機構推
算，中國實現雙碳目標，未來30年需
投放150萬億至500萬億元人民幣。

根據聯合國的測算，要實現《巴
黎協定》的氣溫上升控制目標，全球
需要總投資大約為90萬億美元（約
為700萬億港元），中國實現 「碳中
和」 目標同樣需要巨量的資金投入。
不同研究機構對未來30到40年間實現
碳中和所需新增投資需求進行了不同
口徑的研究測算。

根據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

發展研究院的估算，實現1.5℃目標
導向轉型路徑需累計新增投資約138
萬億元人民幣。中國綠色金融委員會
測算，未來30年內中國在《綠色產業
目錄》確定的211個領域內將產生
487萬億元人民幣的綠色低碳投資需
求。綜合估算，中國實現 「雙碳」 目
標戰略所需投資大約在150萬億到
500萬億元人民幣。

控制氣溫上升
全球需投資逾700萬億

在港發行的巨災債券
日 期

2023年3月
2022年12月
2022年6月
2021年10月

資料來源：保險業監管局

發行機構

世界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通過Greater Wall Re Limited）
鼎睿再保險（通過Black Kite Re Limited）
中國再保險（集團）及中國財產再保險（通過Greater Bay Re Limited）

承保風險

智利地震
中國地震
日本颱風
中國颱風

金 額

3.5億美元（約27.5億港元）
3250萬美元（約2.53億港元）
1.5億美元（約11.8億港元）
約3000萬美元（2.34億港元）

發展保險相連證券 港為理想平台
生態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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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巨大

綠色金融與科技融合
有利加快企業轉型

迎接機遇

貸款

債券

▲香港可以利用已經建立綠色金

融市場的基礎設施人才，提升成

為 「綠色科技助推器」 。

▲多家機構推算，中國要實現雙碳目
標，未來30年需投放介乎150萬億至
500萬億元人民幣。

中央挺港惠港

港力拓綠色金融 構築競爭新優勢

話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