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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下午，為期4天的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在海南博鰲落
下帷幕。本次年會聚焦把握大勢、促進增長、塑造未來、發掘動
力四大主要方向議題，舉辦了開幕大會、高端對話、分論壇等50
多場活動。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張軍在年會閉幕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本次年會主要達成五方面共識：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在大變
局中把好正確方向，共創美好未來；加強區域合作，推動區域經
濟一體化，謀求互利共贏；立足高質量發展，推動轉型升級，落
實可持續發展目標；堅持創新驅動，應用與治理相結合，發掘更
大增長動力和空間；倡導對話交流，增進理解信任，共同應對挑
戰等。

碳達峰碳中和是中國中長期發展的重要框架，而實現碳達峰
碳中和離不開金融的支持。 「轉型金融」 是有序推進 「雙碳」 工
作，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平穩運行的重要手段，其支持對象既包
括具有低碳、減碳效應的項目或活動，也包括建立了明確減碳目
標（例如，與《巴黎協定》目標一致）和實施路徑的主體。在過
去十年當中，中國和很多的經濟體在東盟10+3框架下取得巨大進
展，逐漸實現可持續發展。

但是，實現淨零路徑仍然充滿挑戰。如何根據各國實際情況
調整政策、明確監管框架，如何制定激勵機制，動員更多投資，
促進地區和全球的合作，每個環節都至關重要。對此，在博鰲亞
洲論壇2025年年會期間，與會嘉賓就 「轉型金融與零碳未來」 的
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博鰲啟示錄❷【轉型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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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金融」升級產業
與華開闢零碳未來

博鰲論壇熱議可持續發展 做強綠色經濟

3月28日，習近平
主席會見國際工商界代
表時，與會人士將中國

譽為 「確定性的綠洲和投資興業的熱土」 。這
並非是客套的寒暄。2025年之春，中國成為跨
國企業高管足跡最為集中的目的地。僅3月下旬
以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博鰲亞洲論壇、上
海全球投資促進大會、北京中關村論壇等國際
盛會相繼舉行，集中釋放了中國推進高水平對
外開放、積極擁抱外資的強烈信號。

28日，40餘位外企全球董事長、首席執行

官和商協會代表，成為習近平主席的 「座上
賓」 ，將中國開放的暖意和誠意，推上了最高
潮。習近平強調指出： 「外資企業是中國式現
代化的重要參與者，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創新創
造的重要參與者，是中國聯通世界、融入經濟
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 這是中國對外企角色
的全新定位，是積極擁抱外資的大邏輯所在，
也是賦予外企信心預期的最好 「定心丸」 。

外資青睞中國，不僅在於超大規模市場、
一流營商環境、穩定政策預期，還在於中國的
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升級，為外企提供了 「第

二增長曲線」 。與改革開放之初基於勞動密集
型的傳統製造業相比，近些年來，外商投資更
多地轉入智能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
藥等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從原來的數量規模
擴張，轉向技術迭代和結構升級。

以此次與會的幾家外企為例，法國賽諾菲
日前宣布投資10億歐元在北京設立全新生產基
地，創下公司在華最大單筆投資紀錄；德國奔
馳未來幾年將在中國追加140億元人民幣投資；
聯邦快遞將在華擴大深耕二三線城市。這得益
於中國在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跨境電商、

數字化物流、智慧通關等方面的長足進步。眾
多跨國巨頭將全球創新中心、全球戰略研究中
心、全球超級工廠、全球產能基地，落戶中
國。

習近平在會見時說， 「中國一直是世界經
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和穩定錨」 。當霸權大國
悍然推進 「單邊主義」 時，中國旗幟鮮明地與
外資 「雙向奔赴」 ，在標準與規則、市場與產
能、技術與業態等方面，不斷深度交融，以互
利共生的合作範式，深度重塑全球經濟版圖，
為全球化注入新內涵，鑄就韌性之錨。

北京觀察
馬浩亮

與「重要參與者」雙向奔赴

我們要擴大轉型融資，填補
信息缺口，監管者、市場參與者
之間需求缺口也需要填補。我們
還要確定明確的監管框架，提供
激勵機制，動員更多投資，促進
地區和全球的合作，促進跨境資
源流動和監管。

創新激勵機制 撬動投資
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主任 李扣慶

香港交易所是亞洲唯一一個
建立了碳信用交易的交易所，這
個一站式平台讓大家用碳信用產
品支持可持續項目。但目前面臨
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亞洲很多
地區的碳信用市場已經建立，包
括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和韓
國，但規模很小且非常分散。如
果亞洲能夠攜手建立一個泛亞的
市場，擴大規模，增加流動性，
未來可發揮更大的作用。

泛亞市場 擴碳信用交易
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 陳翊庭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李紫妍、何玫博鰲報道

議題一：

如何強化政府引領？

對於現有的高排放企業減
少排放，僅建立綠色項目是不
夠的。資金缺口非常巨大，很
多國家在轉型融資方面缺乏分
類標準、轉型計劃和行業的轉
型路徑，需要更多財政激勵措

施和金融激勵措施。
公共資源是有限的，必須

實現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在轉
型計劃中，柬埔寨希望獲得優
惠的資本投入，更快進行轉
型。

實現公私合作 加速轉型
柬埔寨央行行長 謝絲蕾

中國和亞洲在標準統一方
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由於需

求不同，不同的市場採取了不
同的手段和方法，未來需要更
多的標準化和一體化。目前，
正在積極推動制定標準統一規
則，分類標準應該盡可能地配
合行業的轉型，這樣才可以通
過共同標準建立一個全球統一
的市場。

設立共同標準 統一市場
國際資本市場協會首席執行官 布萊恩．佩斯科

綠債的發行給出可靠信號，
即公司環境表現不斷改善，二氧
化碳排放量下降。數據顯示，綠
債發行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四年
內下降10%，且排放強度大幅
下降。可見綠債不僅是一個融資
工具，也是一個催化劑，使公司
優化行為；高排放公司在市場發
行綠債後會接受市場監管，這也
會使企業大力減排。

發行綠債 用好市場監管
國際清算銀行亞太區首席代表 張濤

為了順利實現轉型，我們承諾自
願減排的目標，制定了經濟和社會發
展計劃，在2030年之前需要236億美
元投資，122億資金將投入綠色項
目，佔GDP的7%。為了彌補資金差
距，我們制定了文件政策，完善監管
框架，並和國際合作夥伴一起推動綠
色轉型。

讓發展計劃更踏實
老撾央行副行長 蘇里斯．薩姆努馮

我們需要投入足夠資源和
認真態度來對待可持續金融，
我們制定關於綠色金融和淨零
轉型政策，主要為了應對現在

非常嚴重的氣候風險，以確保
生物多樣性和經濟可持續發
展。藉此我們也可以重新定位
經濟結構，實現可持續發展。

制定淨零政策 重新定位
老撾央行副行長 蘇里瓦．素萬納中坎

「轉型金融」 需要國際合
作 ， 中 國 在 二 十 國 集 團
（G20）框架下大力推動綠色
金融的發展，此前已制定了

《G20可持續金融路線圖》
《G20轉型金融框架》等文
件，未來兩份報告都具有長期
意義。

推動國際合作 各展所長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 易綱

議題二：

如何用好市場機制？
議題三：

如何拓寬實踐路徑？

香港交易所作為經營交易
所和監管機構，過去幾年提供
了ESG框架和標準，幫助將近
兩千多家企業走向淨零目標。

同時，香港交易所越來越多地
推出一些健康的可持續金融產
品，包括投資基金、可持續性
債券等。

讓金融產品更豐富
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 陳翊庭

實現淨零未來，能否使用
AI和其他新技術？

例如，博鰲的零碳Bar用
非常環保的咖啡渣做成燃料，
可以打印出文化衫，這就是用
科技實現轉型。 「轉型金融」

支持科技發展，這是一種非常
長期的思維。

面對新發展，需要給予金
融機構更多商業倫理方面的指
引， 「轉型金融」 和淨零應該
成為新的學習內容。

AI助力 普及淨零技術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常務副院長 潘慶中

我們把綠色金融和科技金
融並列，作為發展新質生產力
的重要增長極。央行推出了減
排專項支持工具，有力支持金
融機構向這些轉型企業提供低

成本貸款，推進企業綠色轉
型。隨着新能源、清潔能源廣
泛使用，成本迅速下降，市場
的作用也在迅速推進中國能源
轉型。

低息貸款 加速潔能應用
中國銀行副行長 劉進

「轉型金融」 需要清晰的
標準和信息披露要求，還需要
提供激勵機制。

中國人民銀行着力推動這
些方面並取得了突破，涵蓋鋼
鐵、化工、有色金屬等多個行
業。我們希望建立一套明確的
標準，使轉型金融的定義更加

清晰，從而防止 「漂綠 」
（Greenwashing）。

中國人民銀行推出了兩項
再貸款工具，並要求所有使用
這些政策工具的金融機構，必
須定期披露其支持項目或企業
的碳排放信息。中國已向在中
國經營的外資銀行提供國內銀
行同樣的借貸便利待遇，讓所
有銀行都參與進來。過去三年
的數據顯示，中國降低的碳排
放高達兩百萬噸，這有助於中
國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
2060年實現碳中和。

讓碳排信息更透明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 易綱

柬埔寨央行和金融機構、監管
機構今年建立了分類標準，制定了
路線圖，提供清晰的指導和監管措
施。柬埔寨央行還制定了環境和社
會風險行動指南，以減少破壞環境
和社會行為。同時，使用外匯儲備
投入更多的可持續項目。

讓監管措施更清晰
柬埔寨央行行長 謝絲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