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
大宗商品生態圈。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最新發表研
究報告建議，香港通過綠色金屬交易作為切入
點，開展大宗商品市場，協助國家取得大宗商品
定價權。研究報告總共提出20項政策建議，包括
設立綠色金屬和關鍵礦產全球交易中心，打造大
灣區 「香港＋1」 大宗商品供應鏈生態等。業界
人士認為，香港擁有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資金
池，為爭建立國際大宗商品市場提供利基。

大公報記者 周寶森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昨日發表《基於
產業需求發展香港大宗商品市場的策略
及建議》研究報告，冀通過發展大宗商
品市場，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新增長
點，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三大中心地位，並且在人民幣國際化過
程中提供貢獻。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指
出，大宗商品涉及品類繁多，建議縮窄
選定三類產業金屬，分別是大宗原材
料、關鍵金屬與先進材料，以及綠色金
屬，而綠色金屬應成為香港大宗商品類
別的第一考慮。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表示，綠色金屬
一方面是指用於綠色產品的金屬，如
銅、鋰、鎳、鈷、稀土等；另方面是指
應用綠色低碳技術生產的鋼、鋁等金
屬。香港具多項發展綠色金屬商品市場
優勢，包括香港現時在綠色金融發展進
程處理全球前列，香港擁有全球最大離
岸人民幣資金池。

倡珠三角設交割倉 擴物流基礎
香港曾經出現商品交易所，可惜最

終結業告終。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認為，
研究該案例時發現，該交易所主要從事
商品相關金融服務，欠缺實體產業支
撐。業界人士稱，過去廠商在內地建設
生產基地，香港即使要開拓大宗商品市
場，也欠缺產業支撐。不過，近年廠商
選擇在東南亞地區設生產線，大宗商品
生態圈出現轉變，對香港發展商品市場
提供有利環境。

因此，該基金會建議設立的大宗商
品市場，爭取能夠有產業配合，同時設
立交割倉，而限於香港土地問題，在珠
三角城市選址建立交割倉是值得探討的
選項。借鑒東莞─香港國際空港中心模
式，探索在大灣區海岸線沿線尋找具有
航運物流基礎的片區，延伸香港機場、
碼頭等物流腹地。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行政總裁鄧淑德
稱，今次研究報告不限於提出意見或建
議，下一步會繼續推動在香港建立大宗
商品市場。不過，除商界參與，香港明
天更好基金相信，來自特區政府的政策
支援是必不可缺少的，例如特區政府可
以訂定大宗商品市場發展藍圖，游說中
央給予政策支持，促成部分大宗商品交
易，由內地轉到香港進行；爭取內地支
持以香港為主導制定綠色金屬的大宗商
品交易規範、標準。

建設商品通 連結內地與國際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建議借鑒 「深港

通」 「滬港通」 模式，套用於大宗商品
交易及結算，建設 「商品通」 ，從

而連結內地與國際大宗商品市
場；鼓勵內地大型國企、央
企等參與香港大宗商品交
易，允許國企、央企等
在一定額度內的合約在
香港進行交易，使用
人民幣、港元、美元
等多幣種結算。總括
而言，若果香港成功
建立大宗商品市場，
將有助國家取得大宗
商品的定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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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年看發展·市場創新

在環球競爭
格局中， 「單打獨

鬥」難以取得競爭優
勢， 「互利共贏」是大

勢所趨。今次在《基於產
業需求發展
香港大宗商
品市場的策
略及建議》
中，香港明
天更好基金
提出四個重
點領域，幫
助香港建立

大宗商品市場，而其中一
個重點是強化與浙江、上
海等地區聯動。

國家商務部、浙江省
人民政府去年11月發布
《中國（浙江）自由貿易
試驗區大宗商品資源配置
樞紐建設方案》。浙江自
貿試驗區將圍繞大宗商品
儲運、加工、貿易、交
易、海事服務等環節形
成大量業務規模與產業
集聚。香港明天更好基

金建議，推動浙江與香
港在有色金屬等大

宗商品市場協
同發展，

推動在能源化工、金
屬加工等領域開展技術
交流與合作；加強在海
事服務、航運金融等領域
的合作，打造更具國際競
爭力的大宗商品產業鏈。

另方面，香港可以
發揮在國際航運基
礎設施、航運網
絡、航運服務等
優勢，打造香港
─浙江大宗商品
航運通道。此
外，支持香港
銀行業的大宗
商品專業性服
務團隊，參與
浙江市場，積
極對接浙江 「66雲鏈」和
「大宗易行」數字倉單平
台，為浙江大宗商品交易
商提供專業化金融服
務。香港明天更好基金

指出，香港發展大宗商品
市場時，應該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與
國家戰略同頻
共振。

港與浙江加強聯動
增有色金屬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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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越趨重視ESG
助可持續金融發展

【大公報訊】第二屆《香港資本市
場論壇 2025：如何提升經濟活力和強化
競爭力》活動昨日舉行，專題討論中提
及香港近年致力推動減少碳排放，獲私
營企業在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方
面的積極響應。當中，中電控股有限公
司集團庫務及項目融資高級總監王航表
示，公司的願景包括對供應商的世代負
責，並且已經將運營模式轉向更可持續
的實踐，尤其是在清潔能源方面。目標
是創造一個可持續的未來，而不僅是遵
循傳統框架。

王航指出，在確保可靠電力供應的
同時，平衡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十分
重要。在香港，維持高度可靠的電力供
應至為重要，中電需要長期的低碳電力
供應，以支持智慧城市的經濟發展同時
兼顧環境。她表示，公司正在探索包括
氫能在內的多種能源解決方案，以實現
從煤炭的過渡。

中電：推廣ESG需各持份者參與
香港的ESG發展正處於一個關鍵時

刻，王航指出，香港各持份者在推廣

ESG方面都有努力，包括香港交易所及
金融管理局皆取得顯著進展。她認為，
投資者的支持對相關倡議至關重要，香
港的ESG格局正在演變，與ESG有關的
融資趨勢不斷增加。

提及早前特區政府發布的香港可持
續披露路線圖，明確規劃公眾責任實體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
（ISSB準則）的路徑。王航認為，不僅
有助於提升市場透明度，亦推動可持續
金融發展。

港投資者國際化
非股權產品潛力大
【大公報訊】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高級副

總裁（財務）廖志強指出，香港市場對非股權產
品的接受程度正在不斷提高。許多投資者也在關
注這一領域，並對未來的產品表現出濃厚興趣。
他續指，在過去幾年中看到，香港的投資基礎愈
來愈豐富，許多大型機構投資者正在增加對非股
權產品的投資，相信香港市場在這方面的潛力巨
大。

廖志強認為，在討論市場的適應性時，香港的投資者
國際化程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隨着市場的發展，香港將
成為更多非股權產品的理想選擇。

此外，香港資本市場論壇主席暨香港上市公司審核師
協會主席陳錦榮表示，隨着市場的發展，香港資本市場不
斷調整以滿足公司和市場的需求。多年來，港交所引入了
多個新章節，特別是針對科技公司的章節，去年亦簡化的
上市流程，為新發行提供了便利。

陳錦榮認為，投資者對香港市場的股票市場有信心，
亦看到市場的強勁回報，活躍的二級市場以及許多近期交
易，相信這種勢態在2025年能持續。

擴闊離岸人民幣債券產品
【大公報訊】海通國際證券集團董事總經理

兼私人財富管理部主管柳木海在專題討論上指出，
股票通是未來增長的關鍵動力，香港在股票市場上
有着巨大的投資者基礎，尤其是來自內地的投資
者。他續指，現時投資者對香港市場的選擇更加多
樣化，尤其是與內地的聯繫。

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發揮的作用日益重要，
柳木海表示，香港擁有巨大的融資潛力，可為未來
的投資提供機會。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需要更多
靈活性的政策支持，以便增強人民幣的吸引力。

問及人民幣領域發行社會債券的可能性，香
港交易所董事總經理兼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緯
認為，香港在這方面擁有明顯優勢，政策也相對完
善，不僅在社會責任投資方面走在前沿，亦在國際
化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信香港將在推動人民
幣國際化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亦有機會成為最大的
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

▲鄧淑德（左一）認為，香港要發展大宗商品，特區政府的政
策支援是不可缺少。 大公報攝

•設立支持綠色金屬和關鍵礦產
的戰略投資基金和項目

•依託內地作為主要供應商的優
勢，吸引全球礦產企業在港設
立辦事處

•廣泛拓展交割倉分布範圍

•優化碼頭基礎設施

•建立數字倉單平台，對大宗商
品實物資產進行 「確權、控
貨」

•探索降低金礦企業在香港開展
併購交易的印花稅稅率

•吸引內地及國際黃金礦業公
司、黃金精煉企業和黃金貿易
公司在港設立辦事處或分支機
構

•探索在大灣區海岸線沿線尋找
具有航運物流基礎的片區，延
伸香港機場、碼頭等物流腹地

•建設大宗商品供應鏈戰略聯
盟。支持內地國有企業、大型
民營企業到香港組建專業化的
進出口貿易集團公司

•按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原
則，整合及介入產業鏈，打造
全產業鏈服務商

•協助內地大宗商品企業更能滿
足ESG合規 「走出去」

•開闢礦業人才專才引進通道，
促使香港集聚更多礦業人才

•強化產業協同發展。推動浙江
與香港在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
市場協同發展

•打造香港─浙江大宗商品航運
通道，為浙江提供航運技術支
持及風險控制方案

•支持香港持份者（境外經營主
體）參與浙江現貨交易平台產
品交易

•支持以香港為主導制定綠色金
屬的大宗商品交易規範與標準

•建設 「商品通」 ，通過連結
LME及QME來接通內地與國
際大宗商品市場的定價

•支持香港銀行機構特別是中資
大型銀行建立國際一流金庫

•為商品跨境交割出台海關便利
化措施和打造 「綠色通道」

•探索在香港成立黃金
及有色金屬戰略發展
部門，實現通過勘
查、開發利用海
外礦產資源，深
度參與全球礦產
資源戰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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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發展
大宗商品市場優勢

強強
聯手

為浙江企提供
專業金融服務

▲《香港資本市場論壇 2025》的其中一個專題討論的主
題為 「優化及豐富香港資本市場」 。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海關效率高；亞洲重
要的物流和海運樞
紐；全球最繁忙的港
口和機場，貨輪服務
覆蓋範圍廣且遠；訂
立航運商業合同和解
決爭議中心

•內地是礦產、能源、
金屬、農產品等多種
大宗商品的重要進口
國和輸出國；大灣區
內地城市是香港的重
要腹地

•香港交易所在2012年收購倫敦金屬
交易所；金銀業貿易場改名香港黃
金交易所，已於2025年1月正式運營

•能為大宗商品交
易涉及的融資、

保險、對沖等提
供服務；離岸人

民幣最大資金
池，可自由兌換

外幣，有利於多
幣種交易

•紐約、倫
敦等重要大
宗商品交易所
城市適用普通
法；相比把交
割倉庫放在內
地，國際投資
者更偏向於把
交割倉庫放在
香港

•低稅率、簡
稅制；貨物、人

員、資金、資訊等
自由進出；
對絕大多數
商品免徵關
稅；離岸與在
岸交易靈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