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壇摘要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

•香港與海合會國家在證券市場、伊斯蘭
金融、資產及財富管理等金融服務領域
有巨大的合作空間

海合會秘書長Jasem Mohamed Albudaiwi
•建議亞洲金融論壇可永久設置海合會專
場，並有意代表海合會國家每年來港

阿聯酋財政部副部長Younis Haji Alkhoori

•海合會成員國在保險、醫療保健及人工
智能等領域需要更多投資，而香港在相
關領域具一定優勢

沙特投資部助理副部長Faris Algarni

•沙特與香港有機會在製造業、旅遊業、
可再生能源和醫療保健等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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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經濟多極化和區域合
作加速的背景下，香港與海灣阿

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GCC）成員國經貿關係持續深
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香港與海合會國家在證券市
場、伊斯蘭金融、資產及財富管理等金融服務有巨大合作空間。香港亦
能在海合會國家培育綠色能源等新增長領域的過程中發揮增值作用。特
區政府將繼續與海合會秘書處合作，進一步加強雙方的金融市場合作。

大公報記者 蔣夢宇

亞洲金融論壇（AFF）昨日舉行增
設的海合會專場，許正宇於會上表示，
鑒於全球形勢日益複雜和地緣政治風險
上升，中東國家趨向多元化投資。香港
作為連接內地、亞洲和全球資本市場的
重要樞紐，絕對是能夠滿足海合會國家
需求的理想 「超級聯繫人」 。

海合會秘書長：將每年來港交流
海合會秘書長Jasem Mohamed

Albudaiwi則建議，AFF可永久設置海
合會專場，並有意代表海合會國家每年
來港訪問交流。

伊斯蘭金融是香港與海合會合作的
重要內容。許正宇指，特區政府已修訂
稅務條例，為傳統債券和伊斯蘭債券提
供公平競爭環境，涵蓋全球市場上5種
常見的伊斯蘭債券類型。此外，特區政
府成功發行3隻伊斯蘭債券，未來將繼
續歡迎更多此類產品在港上市，亦歡迎
更多伊斯蘭金融機構在香港設立分支機
構，以利用香港金融平台挖掘在亞洲及
內地的投資機會。香港亦將持續觀察全
球市場的發展趨勢，以及伊斯蘭金融領
域的其他新興機遇。

至於綠色金融方面，許正宇指出，
香港多年來在綠色和可持續金融
方面取得顯著進展，正發展為
國際綠色金融中心。從數據

來看，香港於2023年在
綠色和可持續債券

發行方面佔亞洲市場的37%，達到約
300億美元。香港歡迎並鼓勵中東地區
的政府及企業，利用香港資本市場及專
業的金融服務，為其可持續發展計劃和
項目籌集資金。

阿聯酋財政部副部長Younis Haji
Alkhoori指出，海合會成員國正尋求經
濟多元化，以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
並認為在保險、醫療保健、人工智能及
機器人技術等領域需要更多投資，而香
港在相關領域具備一定優勢。他續指，
阿聯酋認為可與香港在可再生能源領域
展開合作，透過發行綠色債券等方式吸
引投資者。

沙特冀深化旅遊業合作
沙特阿拉伯投資部助理副部長

Faris Algarni則提及該國2030年願
景，並稱在國家投資戰略的支持下，將
致力加深與香港的合作，尤其是在製造
業、旅遊業、可再生能源、數字基礎設
施和醫療保健等領域。此外，他重點提
及，沙特正推動包括 「紅海新城」 在內
的多個大型基礎設施專案，認為香港能
與當地在基礎設施規劃、融資及管理等
方面合作。

資金方面，Faris Algarni分享稱，
沙特新《投資法》將於下月生效，將為
投資者擴大財務自由度，確保待遇公
平，並保障投資、資金的自由流動、知
識產權及商業機密。他相信，這一框架
將吸引來自當地及包括香港在內的國際
資金。

港與海灣阿拉伯攜手 加強金融合作

亞洲金融論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
局長陳浩濂昨日出席亞洲
金融論壇的專題早餐會時

表示，希望驅動私人資本，支持內地和
香港的可持續項目領先亞洲，亦會繼續
鼓勵私營部門在香港創造可持續金融產
品。

陳浩濂指，香港作為亞洲領先的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可高效配對綠色
和轉型資金和項目，綠色和可
持續債券的發行一直穩站亞洲
首位；與此同時，香港積極對
接並參與國際綠色標準的制
訂，是區內綠色和轉型金融的
先行者和推動者。

2023年在香港發行的綠色
和可持續債務總額超過500億美
元，其中約300億美元是債券，
居亞洲市場首位，佔地區總額
的37%。ESG基金方面，截至
去年9月底，香港證監會認可的

ESG基金已經超過230隻，資產管理規
模超過1.3萬億港元，分別較之前一年
增長11%和10%。

截至去年12月底，特區政府已向
500筆在香港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務
工具批出超過2.9億港元資助，涉及的
債務總值約1400億美元。陳浩濂表
示，鼓勵更多綠色融資活動在港進行，
特區政府推出的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

助計劃」 不僅為市場提供了支持，也吸
引更多綠色融資活動落戶香港。

擬擴本地綠色分類框架
另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

長（財經事務）甄美薇指出，轉型金融
的需求很高，因為金融界並不是所有項
目都被歸類為 「綠色」 。在實現淨零排
放的道路上，需要支持那些有助於綠色

倡議的高影響力活動。因此，她
續指，相關部門正在考慮擴大本
地綠色分類框架，以涵蓋各個行
業的過渡或轉型活動，例如使用
礦物、水泥和建築材料，以推動
淨零過渡。

甄美薇認為，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資本市場非常成
熟，可以提供管道並引導私人資
金投入應對氣候變化的項目，亦
可在匯集和動員公共及私人渠道
資金方面發揮作用。

陳浩濂：鼓勵創造可持續金融產品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行長、董事會主席金立
群在出席亞洲金融論壇

「明日對話」 環節時指出，發展基礎
設施是正確的，而未來的基礎設施本
身應該是綠色的。不僅僅是建造公
路、鐵路、港口、機場和海港，更是
基於新技術和綠色技術進行設計、建
設、運營和維護，有助於減少碳排
放，同時改善人民的生活。

馬駿：轉型金融面對瓶頸
金立群強調，推動綠色轉型需要

民眾支持，而市民最關注日常生活會
否受影響，例如燃氣費、電力供應
等。若不考慮人們日常生活的情況
下，魯莽地推動過渡將得不償失。他
提及，法國總統馬克龍過去試圖提高

燃氣費，結果導致大規模示威。
此外，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兼

會長馬駿表示，未來轉型金融很重
要，其基本概念是支持碳化過程向淨
零轉型的金融服務，而綠色金融則是
指融資太陽能、風能和電動車電池等
純綠色活動。他指出，純綠色活動約
佔經濟產值10%至15%，非綠色活動
大概是80%至90%，但提供轉型金融
面臨很多瓶頸，包括對轉型或過渡的
金融未有定義、轉型工具及激勵措施
未能提供等。

馬駿認為，在過渡和轉型過程中
必須解決就業問題。對於那些在傳統
行業中裁員的企業，應該鼓勵其進行
再培訓計劃，例如，銀行可以在融資
方面提供更低的利率，而政府可對這
些銀行進行相應補貼。

亞投行支持綠色基建 減少碳排
改善
生活

聯想集團執行副總
裁、聯想方案與服務業務
集團總裁黃建恒在亞洲金

融論壇表示，參考中國GDP規模及增
速，相信市場機遇巨大，關鍵在於如何
把握其中蘊藏的投資良機。他並指出，

隨着人工智能（AI）不斷深入發展，有
望帶來顛覆式創新。

談及2025年中國市場中最看好的
行業，黃建恒選擇了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儘管 「生成式AI
目前只有兩歲半」 ，但這並非一個孤立
的產業，反而可以貫穿各行各業，相信
是最具潛力的賽道，早期成功故事已經
有很多，目前來看也還有很多方面需要
探索。

聯想下一步看好代理式AI
黃建恒提到，自2021年底，生成

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迅速發展，為
各行各業帶來了變革機遇，諸多企業已
開始在業務中積極應用生成式AI，聯想
以自身 「全棧AI」 的優勢，通過快速、

簡易、專業的方式，幫助企業部署生成
式AI，並實現其帶來的商業價值。

黃建恒續指，Agentic AI（代理式
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的下一個前沿方
向，未來將在軟件行業帶來顛覆式創新
的機會，愈來愈強大的模型產生愈來愈
強大的應用，而這些應用的數據反過來
又推動了更多的模型進步和應用功能的
提升。

黃建恒表示，數據和算力是驅動人
工智能技術飛速發展的兩大引擎，其背
後對電力的巨量消耗，給全球能源供應
帶來了新的挑戰，但同時也提供了巨大
的機會，任何能夠以可持續方式解決這
一電力需求問題的企業，都將搶佔發展
先機，聯想正積極關注這一領域，相信
這是未來亟需聚焦的關鍵問題。

特首晤吉爾吉斯內閣主席 推介港金融優勢
今屆亞洲金融論壇雲

集約3600位來自約50個國
家和地區的參與者，以及

約130位來自政府、商界及學術界的演
講嘉賓。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與到訪的
吉爾吉斯內閣主席兼總統辦公廳主任
Adylbek Kasymaliev會面。

李家超歡迎吉爾吉斯善用香港作
為主要融資中心、可持
續金融樞紐和全球離岸
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優
勢，通過來港籌集可持
續發展資金和發行人民
幣債券，開拓海外和內
地市場，推動金融創
新。香港全力與吉爾吉
斯等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加強合作，互惠共
贏，支持區域可持續發
展。

另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亦
與Adylbek Kasymaliev會面，雙方討
論如何進一步促進雙邊經貿合作，為兩
地雙向投資提供更有利的環境。陳茂波
在社交網站帖文中寫道，大家亦討論未
來在文化、教育和青年交流上進一步合
作，促進兩地的民心相通。

陳茂波介紹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的優勢，以及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可如何
助力吉爾吉斯加速當地金融市場、基建
和綠色轉型的發展。

陳茂波亦會見來港參加論壇的盧
森堡財政部部長Gilles Roth，就雙方
共同關心的議題，包括綠色金融及相關
標準和財務匯報準則的制定、粵港澳大
灣區的發展機遇等，進行了深入的交

流。
陳茂波表示，與國際

政商和金融領袖交流，深
刻體會到香港作為 「超級
聯繫人」 和 「超級增值
人」 的優勢，從鞏固傳統
歐美市場，到拓展中東、
東南亞、中亞等朋友圈，
通過繼續強化 「內聯外
通」 的角色，與各地攜手
並肩，以合作促進更好的
共同發展。

互惠
共贏

▲行政長官李家超（右二）與吉爾吉斯內閣主席兼總統辦公廳主任
Adylbek Kasymaliev（左二）會面。

生成式AI貫穿各行業 深具發展潛力

領先
亞洲

▲陳浩濂（中）表示，香港是區內綠色和轉型金融的
先行者和推動者。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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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論壇昨日舉行海灣阿拉伯國家
合作委員會專場。左四為許正宇。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未來基礎建設投資本身就應該是綠色，在建造、
設計、施工、運營和維護都必須基於新技術和綠色技
術，應要有利於減少碳排放，同時改善民生。

綠色技術發展基建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行長、
董事會主席金立群

專家談綠色機遇與挑戰

香港應該認識到，為新能源、電動車、污染防
治等服務的 「純綠」 金融已經成為 「大宗商品」 ，
可持續金融的未來主要增長點在於轉型金融。

轉型金融成增長點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兼會長
馬駿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常務副會長、法國巴黎銀行亞太
環球市場部可持續金融主管兼董事總經理黃超妮

可持續金融發展就像一個生態
系統，無論是買方、賣方、服務提
供者、政策制定者等，都是整個生
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持續金融如生態系統

香港可促進氣候融資，包括引導氣候資金流
向、擴展與內地及亞洲各國氣候金融合作及創新氣
候融資工具；亦可充分利用成熟的保險市場，透過
開發氣候保險產品降低投資項目風險。

港可促進氣候融資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
劉振民

市場配套成熟 中東企業來港上市機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