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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綠色金融生態 創港 ESG 領先地位 

 

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管治（ESG）是全球愈趨重視的範疇，投資者對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

投資產品種類需求及標準亦日益提高。香港具備優厚條件，擔任區內綠色金融樞紐的角色，今後如

何能發揮優勢，迎接市場新趨勢的機遇？ 

 

《信報財經新聞》首辦市場矚目的「ESG - 現在掌握未來」論壇，並已於 11 月 11 日圓滿結束。當

日榮幸邀請到不同領域的商政領袖，為市場解讀香港及大灣區的 ESG 投資現況及挑戰，以及分享企

業就可持續發展的前瞻策略，現場可謂星光熠熠。大會謹此感謝所有出席嘉賓，以及社會各界全力

支持，共襄盛舉。 

 

許正宇：與民生息息相關 

 

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管治（ESG）投資與日常生活的聯繫愈趨緊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出席《信報財經新聞》主辦的「ESG - 現在掌握未來」論壇時提到，ESG 及相關的綠色金

融，絕非空泛的崇高概念，「綠色金融並不是『高、大、上』的東西，與大家的民生亦是息息相

關。」 

 

ESG 相關的綠色金融愈來愈盛行，港府為推動本地綠色金融發展，去年首度發行 10 億美元（78 億

港元）的綠色債券，獲來自亞洲及歐美地區的投資者認購，錄得超額認購逾 4 倍。許正宇表示，募

集所得資金用於興建啟德發展區稅務大樓等綠色建築，還有廢物管理與資源回收等環保設施，全部

均與民生有莫大關係。 

 

本地 ESG 生態圈趨成熟 

 

除了環境保護之外，ESG 另兩大元素分別是社會責任及公司管治，在社會責任元素方面，許正宇指

出，雖然這是較新的議題，但市場對其關注度亦愈來愈高，譬如性別多元化。他笑言：「我在屋企及

公司的老闆都是女士，見到（性別）多元化愈來愈提升。」在政府內的不同委員會和小組，女性成

員的佔比現已超過 33%。至於公司管治元素，許正宇認為，香港對於該理念已擁有較多經驗，並取

得一定成果，尤其是本地的金融監管與企業管治水平處於較領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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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及資訊商三方合作 

 

港府正積極推動本港成為區內的綠色金融樞紐，ESG 生態圈逐步趨向成熟。許正宇展望，ESG 生態

圈若要進一步發展，需要供應方、需求方，以及連接供需兩端的數據資訊供應商，三者共同合作，

事實上，政府過去已通過上述三方去推動 ESG 披露水平和綠色金融產品。 

 

針對綠色金融產品供應方面，政府計劃在未來 5 年發行合共 660 億元的綠色債券，並推出了「綠色

債券資助計劃」，鼓勵企業在香港發行綠債，同時採用由香港品質保證局提供的認證服務。 

 

設綠色交易所提供數據 

 

在增加供應之際，也要有足夠的需求配合，許正宇舉例，積金局鼓勵金融機構提供更多綠色金融產

品予強積金供款人選擇，以吸納更多綠色金融投資者。至於香港品質保證局的綠色金融認證，則有

助消除市場對綠色金融產品「漂綠」（greenwashing）的憂慮。 

 

此外，資訊與數據提供商的角色同樣重要，許正宇提到，政府 8 月發布《綠色債券報告 2020》，闡述

了港府發行的首批綠債資金分配情況等資訊。港交所（00388）亦已有 ESG 相關上市規則，並在今

年成立可持續及綠色交易所「STAGE」，冀能為市場提供更多綠色金融相關的訊息。 

 

ESG 在金融市場備受重視的主因之一，在於其能有效協助企業管理業務潛在風險。另一邊廂，ESG

也有助企業吸納人才。許正宇形容，年輕人對 ESG 的關注度高，甚至曾聽說有年輕人選擇大學時，

會把院校的「碳足跡」表現納入考慮因素。他相信，這批年輕人日後投身社會尋找工作時，將會一

併關注企業的 ESG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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