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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銳意打造綠色金融中心
全球都正積極發

展綠色經濟，國家亦正朝着「3060」
雙碳目標邁進，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香港，也正大力發展綠色金融。自
2018年起，香港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綠
色債券發行中心之一。根據國際資本
市場協會去年3月發表的報告，2021
年在香港安排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總
額達313億美元，佔亞洲區國際綠色
和可持續債券市場的三分之一。除債
券外，綠色和可持續貸款是另一種增
長迅速且日益重要的綠色融資方式。
2021年在香港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債
務總額（包括債券和貸款）是2020年

的4倍，達566億美元。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提出

加速發展香港成為國際綠色科技及金
融中心，以及決定成立「綠色科技及
金融發展委員會」，並朝五個方向推
進，包括：構建綠色科技生態圈、綠
色金融應用與創新、綠色認證及國際
標準銜接、人才培訓，以及加強與大
灣區和國際市場交流合作。

從融資平台上看，港交所已宣布推出
新特專科技公司上市機制，將創新領域
的新一代公司接通資本市場。繼在2018
年推出的上市制度改革令香港發展成亞
洲領先的生物科技集資市場後，今次在

此基礎上增設特專科技章節，將支持更
多綠色科技企業公司的集資需要。

加強培育綠色金融人才
從培育人才方面，政府去年底公布推

出為期3年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培訓先
導計劃」，推動本地合資格從業員及有
志從事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相關工作的人
士參與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相關培訓，以
應對低碳和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建議，進一步把未來
基金對「香港增長組合」的分配增加100
億元（港元，下同），其中50億元用作
成立「策略性創科基金」，亦會增加香

港對綠色科技科創企業的吸引力。
香港金發局2月發表《碳中和之路：

香港把握碳市場機遇的角色》研究報
告提到，香港作為領先的國際金融中
心及區內綠色金融中心，具備建立多
元且國際化的自願碳市場的優勢。金
發局主席李律仁表示，儘管自願碳市
場仍然處於起步階段，但全球自願碳
市場總值預計到2027年將達171億美
元。他相信，香港毗鄰中國內地和東
南亞市場的優勢，以及與環球投資者
的便捷聯通，能肩負促進國際及內地
自願碳市場雙向投資的關鍵角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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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債發行規模至2025年將達5萬億美元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綠色
債券是企業推動環境永續投資計劃的重
要集資工具，根據國際氣候債券倡議組
織（CBI）統計，全球綠債發行規模自
2012年的31億美元快速增長，到2021
年已升至5,174億美元，累計發行市值
突破1.5萬億美元。換言之，大約10年
來，全球發行的綠債規模增長幅度已逾
160倍。在溫室效應、氣候變遷及節能
減碳等各種永續議題持續升溫下，未來
會吸引更多發行人及投資者加入此波浪
潮。CBI預估，2025年綠債每年發行額
將達到5萬億美元。

亞洲區綠債發行急起直追
全球在2022年中的存量綠債，規模逾
1.6萬億美元，並且分布於全球六大洲、
73個國家或地區。當中以歐洲的已發行
綠債規模位列全球首位，達到8,916億
美元，佔比55%；亞洲則在近年急起直
追，綠債規模已達3,211億美元，佔比
20%；北美排名第三，綠債規模為2,159
億美元，佔比13%。不過，由於2022年
美國聯儲局大幅加息，令一眾綠債發行

人放緩步伐，惟隨着美國息口將近見
頂，近月綠債的發行又見活躍。
從國家或地區來看，在2022年中綠債
已發行規模逾千億美元的國家，分別為
法國、德國、中國、美國及荷蘭，單是
上述五國，已經佔去近半比例，而全球
前20大存量規模的國家或地區市場份額
佔比達88%。
但以新增綠債發行規模來說，中國正

急起直追，2021年全球綠債新增發行
國家，為美國和德國佔頭兩位，中國排
名上升一位，取代法國成為第三。

實現「淨零排放」投資巨
由於全球氣候變化的加速，預計未來

有愈來愈多的資金投向綠色產業領域，
所以綠債的規模只會繼續呈爆炸式上
升。CBI 首席執行官 Sean Kidney 呼
籲，由現時到2025年，每年需發行5萬
億美元的綠債，這是實現氣候目標所需
的必要貢獻。麥肯錫一份分析報告表
明，全球若要在2050年實現「淨零排
放」，每年至少要有9萬億美元的綠色
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財政部1日宣
布，經國務院批准，今年財政部將在
香港發行300億元人民幣國債。人民
幣國債分4期發行，規模分別為120
億、60億、60億及60億元。
財政部並定於6月14日通過招標

發行首期人民幣國債，包括2年期
60億元、3年期40億元和10年期20
億元，具體發行安排將在香港金管
局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

公布。

陳茂波：助促進香港債市發展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特區政

府非常歡迎國家財政部連續第15年在
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這充分展示中央
人民政府持續支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及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
有助促進香港債券市場的發展，以及吸
引更多國際資金匯聚香港。

財政部今年在港發300億人民幣國債

全球綠債發行十年增逾160倍

香港特區政府1日宣布，在政府綠色債

券計劃下成功發售接近60億美元等值的

美元、歐元及人民幣綠色債券，成為亞洲

歷來最大的環境項目債券發行。是次發

債獲環球投資者熱烈追捧，共吸引近300

億美元等值的認購金額，即是較發行額

超額4倍。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

這次發行包括首批10年期人民幣債券，

有助延長離岸人民幣收益率曲線，以及

進一步豐富離岸人民幣產品選擇，有序推

進人民幣國際化。

香港特區政府多幣種綠債超購4倍
等值近60億美元 亞洲最大環境項目債券發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港金管局
總裁余偉文早前率團展開為期三日的阿聯酋訪
問之旅，繼續對外「說好香港故事」。其中金
管局於迪拜時間的周三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阿聯酋）迪拜的主要金融機構及企業舉行午
餐會，推廣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優
勢，並加強與阿聯酋的金融合作，午餐會共有
約80名來自50多間當地金融機構及企業的高
級代表出席。余偉文形容此行成果豐碩，他期
待與阿聯酋及金融領域相關持份者繼續合作，
推進雙方在訪問期間商定的多項合作計劃。

促進兩地跨境貿易投資
據悉，是次午餐會為阿聯酋訪問之旅的重點

活動之一，訪問團成員包括香港主要銀行的
高層人員，包括香港銀行公會主席、中銀香
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滙豐亞太區聯席行
政總裁廖宜建，渣打銀行亞洲區行政總裁洪丕
正，花旗集團香港及澳門區行政總裁辛葆璉。
午餐會期間亦安排了一場專題討論，介紹香港
作為通往內地的主要門戶、主要離岸人民幣中
心及國際金融科技和綠色金融樞紐所帶來的價
值，而專題討論的演講嘉賓都認為香港與阿聯
酋分別作為通往亞洲與中東及北非的門戶，兩
者建立更緊密的金融合作可發揮巨大潛力。
在訪問阿布扎比及迪拜期間，余偉文亦與
迪拜經濟及旅遊部、阿布扎比全球市場金融
服務監管局、迪拜金融服務管理局、科技公

司、家族辦公室、主權財富基金等機構投資
者舉行會議，就擴大金融合作的一系列議題
交換意見。在此之前，金管局與阿聯酋中央
銀行於5月29日舉行雙邊會議，旨在加強兩
個央行機構之間的合作。
就今趟阿聯酋訪問之旅，余偉文形容是

次訪問為進一步加強兩地的雙邊關係打好
基礎，並有助推廣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
中心的角色。他又指深切感受到阿聯酋官
方及私營部門均對加強整個金融生態圈的
廣泛合作展現濃厚興趣和熱誠，將有助促
進兩地在金融基建建立更緊密的聯通及金
融機構之間的合作，為跨境貿易及投資帶
來重大機遇。

港金管局訪阿聯酋推動雙邊金融合作

香港金管局指出，在5月30日舉行網上路
演後，這批政府等值近60億美元的綠債在

5月31日定價，有關的收益率甚具競爭力。其
中，5億美元的3年期債券為4.341%；7.5億美
元的5年期債券為4.096%等等（見表）。是次發
行包括不同貨幣及年期，繼續吸引不同類別的投
資者，認購反應熱烈，共吸引接近300億美
元等值的認購金額。
值得一提的是，當中人民幣債券的發

行額由今年1月時發行的100億元人民
幣增加至150億元人民幣，並首次增設
10年期人民幣債券。而對人民幣債券興
趣最大的投資者是銀行，佔比達74%，
中央銀行、主權基金及國際組織佔比14%。

陳茂波：豐富離岸人民幣產品
陳茂波表示，環球投資者對香港發行綠色債券認

購反應熱烈，再次肯定香港在綠色和可持續發展的
工作。這次發行包括首批10年期人民幣債券，有
助延長離岸人民幣收益率曲線，以及進一步豐富離
岸人民幣產品選擇，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他
說，「我們會繼續定期發行綠色債券，以推動市場
創新和持續發展。」
這批綠色債券是透過於2021年初專為發行綠
色債券而設的全球中期票據發行計劃發行，預
期於本月7日交收，並於港交所和倫敦證券交易
所上市。這批綠色債券獲標普全球AA＋以及惠
譽AA－評級，亦獲香港品質保證局頒發「綠色
和可持續金融認證計劃」發行前階段認證。

集資推動香港可持續發展項目
金管局代表特區政府發行是次綠色債券，募得資

金將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為具環境效益和推動
香港可持續發展的項目提供資金。
據彭博匯編數據，今年1月，香港曾經發行一批以
美元、歐元和離岸人民幣計價的綠色債券，總計籌資
58億美元，當時已是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綠色債券發
行交易。隨後香港首次發行數字綠色債券，募集8億
港元（折合約1.02億美元），力求發展成為可持續發
展的金融中心。
而今次發行的新一批綠債規模達到59.6億美元，
是今年第三次的政府綠債發行，規模再破紀錄，成
為亞洲史上綠債最大規模的發行項目。

提升港國際綠色金融樞紐地位
事實上，綠債發行有助於香港金融業進一步擴

大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影響力。由於綠色金融是全
球金融業新趨勢，香港政府透過發行官方綠債，
去積極參與這一領域，有助於相關債券日後的定
價，也促進了相關的發行、交易與運作效率，吸
引更多內地及國際投資者，透過香港發行及交易
綠色債券，進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綠色金融樞紐
的地位。
此外，政府發行綠債也有助推動綠色金融產品的

創新，同時刺激市場對綠色金融產品的需求。另一
方面，政府積極參與綠色金融市場，有利於香港金
融機構學習先進的綠色金融理念和技術，提升金融
業在綠色金融領域的專業水平，並為銀行、會計、
法律、認證等相關的專業及人才帶來需求。

◀余偉文在阿聯酋迪拜的午餐
會上作開場致辭。

◀陳茂波指，環球投資者對香港發行綠色債券認購反應熱烈，再次肯定
香港在綠色和可持續發展的工作。

▲香港特區政府1日宣布成功發售近60億美元等值的美元、歐元及人民
幣綠色債券，成為亞洲歷來最大的環境項目債券發行。 資料圖片

▶香港金管局副總裁陳維民（左
一）在會上主持一個推廣香港作
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優勢的專
題討論。左二起為孫煜，辛葆
璉，廖宜建及陳銘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