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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2
月，特區政

府發行8億港元一年期代幣化綠色
債券，是全球首隻由政府發行的
代幣化綠色債券。今年2月，特區
政府再接再厲，發行60億港元數
碼綠色債券。是次發債幣種由港
元擴至人民幣、美元及歐元，並
融合了多項技術創新，顯示香港
在結合債券市場、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以及金融科技方面
的優勢和領導地位。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
示，今年2月第二批數碼綠
色債券包含多項創新，能
夠擴闊投資者參與度、推
動互操作性，並且增加透
明度與效率，促進數碼化
證券市場發展，鼓勵數碼
化技術更廣泛應用。

提到代幣化，不得不

提區塊鏈技術。金發局最新發表
題為《發掘區塊鏈潛力 提升香港
金融服務業發展》的研究報告，
提出包括針對制定數碼化發展策
略藍圖進行業界諮詢；成立專責
工作小組，整合區塊鏈應用的開
發和監管等多項建議，促進區塊
鏈技術在香港的應用。金發局主
席李律仁指出，在國家 「十四
五」 規劃的支持和 「一國兩制」

原則下，香港多年來致力推動創
新、科技和數字經濟發展，正逐
步建設國際創新科技樞紐的地
位。

滙豐：建多元化融資中心
另外，滙豐環球研究發表報

告認為，儘管遇到諸多挑戰，香
港經濟卻迎來更多中期增長機
遇。該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

晶表示，中期而言，香港
將受惠於兩個發展機遇，
分別是發揮專業服務優
勢，協助大灣區企業走向
全球；及透過積極推動更
多離岸人民幣債券及融
資，以建立多元化的融資
中心。

去年在港發行綠色
及可持續債券行業分布

在港發行的綠色
及可持續債務

（億美元）
■債券 ■貸款 ■總計

資料來源：金管局

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夏寶龍早前在 「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致辭
時，寄語香港把握 「新質生產
力」 發展要求，構築香港競爭新優
勢，其中一個方向是大力發展綠色金
融。事實上，經過最近數年的努力，
香港的綠色金融市場已經奠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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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分類目錄 杜絕企業「漂綠」
對此，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馬

駿建議，要鞏固香港的綠色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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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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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最近
在綠色標準方面
取得重大進展。
金管局在諮詢業
界意見後，本月初發表了香港可持續
金融分類目錄（簡稱香港分類目
錄），冀有助促進綠色資金的融通。
市場人士對香港分類目錄的推出表示
歡迎，認為分類框架能為綠色產品提
供更清晰的定義，也有助減低 「漂
綠」 （即虛假宣傳自己的環保行為）
風險。

倡政府帶頭投資綠色科企
香港的其中一個發展方向，是成

為綠色金融與綠色科技中心。綠色發
展研究院副院長吳劍林表示，全球綠
色科技尚在早期發展階段，建議香港
盡早把握機遇，透過特區政府成立的
香港投資管理公司（HKIC），帶頭投
資有發展潛力的綠色科技公司，引導
更多私營界別的資金參與，藉此機遇
將綠色科技產業化，相信有潛力發展
成為另一主要支柱產業。

綠色科技及金融發展委員會委員
羅寶文表示，香港具備成為綠色科技
及金融中心的多項優勢。首先，在港
發行的綠債總額居亞洲第一，在資金
配對角色重要；二是中央及特區政府
的大力支持；三是香港的大學科研實
力雄厚，培育出不少獨角獸企業；四
是大灣區城市有眾多出色科企；最後
則是香港法制健康，知識產權保障完
善，吸引不少企業及人才聚集。

孕育綠色科技「獨角獸」
立法會議員、交銀國際董事長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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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 募 股
權、創投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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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香港可擺脫與其他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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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層次，
長遠可培育出一批本地綠色科創領域
的 「獨角獸」 企業。

據市場估計，單計亞洲區在未來
30年便需要高達66萬億美元的氣候投
資。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表示，
香港應充分發揮自身的專業優勢，依
託完善的法律制度、成熟的資本市
場、完備的基礎設施以及豐富的金融
產品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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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爭為國際發行人提供包括
綠色資金、技術支援、綠色項
目審查與認證、法律諮
詢等在內的「集成
式」專業服務。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與
政府主要官員、行政會

議成員等舉行集思會，為香港拚
經濟、拚發展集思廣益。金融作為
經濟四大支柱之一，為重要的增長動
力來源。金融界人士認為，全球愈來愈
重視綠色與可持續發展，香港作為全球領
先金融中心，擁有背靠祖國連繫全球的優
勢，在綠色金融產業上具有龐大發展空間，

建議特區政府把握機遇，支持發展新質生產
力、助力國家實現 「雙碳」 目標，以至亞太地

區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鞏固提升綠
色金融中心地位。

修訂上市規則 吸引綠企來港掛牌
香港在

過去數年深
耕綠色金融。上海金融與發展實
驗室特聘研究員鄧宇表示，香港
從制度、政策、市場機制等方
面，搭建起了較為完整的綠色金
融發展框架，且建立起廣
泛的綠色金融合作，在綠
色債券發行、綠色投資等
領域發揮比較競爭優勢，
成為亞洲乃至全球舉足輕
重的綠色金融中心。數據
顯示，2022年在港發行
綠色及永續債券總額逾

800億美元，年增逾
40%，發行規模

佔亞洲市場

三分之一，是名副其實的亞洲區
內綠色金融中心。

但是香港綠色金融發展，也
面臨着綠色產業支撐不足、能源
轉型偏慢等挑戰。鄧宇建議從三
個方面着手應對：其一，更新修

訂香港資本市場上市規則，鼓勵
支持綠色企業赴港上市，廣泛吸
引中東、東南亞、拉丁美洲等地
區綠色投資，加速培育在港中小
型綠色科技企業。其二，推動綠
色資管和綠色基金，釋放香港資

產管理規模優勢，優化綠
色及永續發展掛鈎的基金
組合，引導投資者擴大綠
色資產持有比重。其三，
支持引導在港商業銀行、
投資銀行、保險資管等提
升綠色投資比重，建構永
續與綠色金融發展生態
圈。

27
8

52
7

80
5

20
22
年

299 222

521

2023
年

資料來源：金管局

◀香港金融科技具優勢和
領導地位。圖為去年舉行
的香港金融科技周。

特區政府在 「政府綠色債券計劃」 下，成
功發售以港元、人民幣、美元及歐元計
價，總值約60億港元的數碼綠色債券

近期香港
綠色金融
動向

獨特優勢

特區政府更新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
的指引，及延長資助計劃三年至2027年，並

擴大資助範圍至轉型債券及貸款

世界銀行集團旗下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發行總額為1.5億美元
（相等於約11.7億港元）的巨災債券，並安排於香港上市，

為牙買加未來四個颶風季節的風暴風險提供保障

香港金管局發表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
（香港分類目錄），以促進綠色資金的融通

精益求精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馬駿
•香港在協助內地實現雙碳目標方面，可以發
揮多方面積極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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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吳劍林
•香港可帶頭投資有發展潛力的綠
色科技公司，引導更多私營界別
的資金參與，藉此機遇將綠色科
技產業化

全國政協委員譚岳衡
•香港應繼續發展壯大綠色
金融產品市場，在披露標
準和綠色認證上保持領先
水平，同時擴大與內地在
綠色金融方面的合作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
•香港藉着充分發揮自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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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科技及金融發展
委員會委員羅寶文
•香港擁有多項優勢，具備成為
綠色科技及金融中心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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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建綠色生態圈
提升金融競爭力

捉緊全球氣候投融資巨大需求

拚經濟．拚發展
金融篇❸

◀香港是名副其實的亞洲
區內綠色金融中心，綠色
及永續債券發行規模佔亞
洲市場三分一。

▲金管局月初發表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
目錄，為綠色產品提供更清晰的定義。

◀香港作為全球領
先金融中心，在綠
色金融產業上具有
龐大發展空間。

房地產
發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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