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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 REPORT

伴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向可持
续发展模式的努力， 绿色金融已经从行
业专业话题演变为国际主流趋势， 其中
蕴含的广阔市场机遇日益显化， 中国内
地和香港已经成为突出的机遇捕捉者。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算，
在 2016 年至 2030 年期间， 仅全球绿色
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量就接近 7 万
亿美元。面对庞大的资金需求，国际上已
有约 20 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绿色金融
发展路线图，中国亦在其中。这些努力带
动了全球绿色债券、信贷、基金、保险、第
三方认证等产品迅速成长。

以绿色债券为例， 气候债券倡议组
织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绿色债券发

行量为 1673 亿美元， 较 6 年前增长逾
60 倍； 中国的发行额突破 300 亿美元，
排名全球第二； 香港则成为亚洲地区第
三大债券发行市场。

东方汇理资产全球机构及主权客户
主管弗雷德里克·萨马马表示，在经济和
社会发展不断挖掘潜力向低碳化转型的
过程中， 绿色因素会越来越多地反映在
市场价格中， 绿色投资的收益会越来越
可观，吸引力会越来越强。

中银香港副董事长高迎欣表示，在
市场需求增加的情况下， 中银香港已经
将绿色发展原则应用在债券、 贷款等业
务中， 并预期绿色金融产品的收益率会
高于传统投资产品。

百舸争流
香港绿色金融开启新航程

历时数年，香港的绿色金融业务
已从当初的小众化，演变为百舸争流
之态。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首次推出
的绿色债券开始路演，此举有望再度
推动香港绿色金融开启新航程。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认为，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
可在全球绿色浪潮中扮演积极和重要
的角色，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
路” 倡议将助力香
港成为全球绿色金
融中心。

香港首批政府绿色债券 7 日开
始路演，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了
开发绿色及可持续银行业务等新举
措。 加之已经推出第三方认证服
务、成立绿色金融协会、与国际机
构合作探索商机等，3 年多来，香
港绿色金融已在多方推动下呈现
百舸争流之势。

一如金管局副总裁余伟文所言，
香港正在以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积
极融入世界绿色金融发展浪潮。

目前在香港发行绿色债券的主
体包括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本地和海
外的私营机构， 债券涵盖不同币
种和年期。 为进一步活跃绿色债
券市场， 特区政府还推出了系列
优惠措施，如绿色债券资助计划、
减免投资香港债券的税务负担

等。此次特区政府推出绿色债券，
意在鼓励更多的全球集资者通过
香港资本平台为绿色项目融资。

“香港期望与业界携手，不断努
力，打造绿色金融新纪元。”金管局总
裁陈德霖表示。

据金管局介绍，下一步香港会发
展绿色及可持续银行业务，促进负责
任投资，以及建立专业培训和经验分
享的部门———“绿色金融中心”。“绿
色金融中心” 将在 2020 年初与国际
金融公司在香港合办下一届“气候商
业论坛”。

陈茂波认为，时至今日，香港绿
色金融发展局面已经获得了更多
的国际认同 ， 香港也向世界展
示了其致力成为绿色金融枢纽
的决心和努力。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重申了绿色基建是沿线的发
展重点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也确立了香港在大湾区内的
绿色金融中心地位。 业界观点认为，
香港的绿色金融业务可在“一带一
路”倡议和大湾区建设的东风中乘势
远航。

“‘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金融两
者相辅相成，香港具备条件在其间扮
演重要角色。 ”余伟文说。

香港作为市场化程度高、资金池
最大的国际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不
仅可以为内地提供绿色项目的离岸
发债平台，还可以让海外投资者通过
“债券通” 提高内地绿债二手市场的
流动性。

除了内地，香港亦能够服务“一

带一路” 绿色项目的国际投融资方。
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策略员罗羽庭
认为，绿色债券、绿色债券指数、绿色
基金、绿色财富管理都会成为受欢迎
的产品。

“大湾区带给香港的是庞大的绿
色投融资市场空间。 ”汇丰银行大中
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表示，国家支持
香港成为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建设
国际认可的绿色债券认证机构，香港
未来会吸引更多不同类型、不同地区
的绿色金融参与方，越来越多的大湾
区企业也会选择香港进行绿色融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可以为绿
色金融提供先行先试的机会。 ”陈德
霖表示， 香港可以积极探索新业务，
释放成为全球领先绿色金融中心的
巨大潜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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