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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傑

綠色轉型年融資9萬億美元商機巨大
港發表願景宣言 鞏固可持續金融領導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
敏）作為「世界合一論壇」
的白金合作夥伴之一，恒基
兆業地產集團及香港中華煤
氣公司主席李家傑25日在論
壇上表示，應對氣候變遷，
創新及技術是最有效及最重
要的工具，減碳速度必須加
快，要從新技術入手。
他表示，地球正面臨巨大的挑戰，聯

合國氣象機構已經證實，全球平均氣溫
已經較工業化前水平高出攝氏1.45度。
為達到《巴黎協定》目標，市場減碳速
度必須比現時快7倍，地球的未來將很

大程度取決於氣候科技的發展以及如何
推動及應用創新科技，煤氣公司於各營
運層面的可持續投資及策略，令交通運
輸更環保。
李家傑指出，集團將三個創新理念轉
換為幾個非凡的「綠色獨角獸」，包括

啟動可持續甲醇項目，以生產用作航海
燃料的綠色甲醇、利用氫能建立燃料電
池發電供應設施、將廢物原料轉化為高
價值的可持續航空燃料(SAF)。

曹慰德：需各方領導力推動環保
萬邦泛亞聯盟集團主席及音昱創始人

曹慰德亦指，人們需要不同機構的領導
力來喚醒並回歸我們的內在本源——
愛，從而推動環境保護的行動方案，來
守護我們共同的家園，我們唯一的地
球。
這是我們的「合一選擇」，是人類共

同的命運，也是我們的寶貴遺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瑞銀
財富管理亞洲區主席兼瑞銀香港區主管
及行政總裁盧彩雲25日於論壇上表示，
金融機構需要保持敏捷和創新，瑞銀數
年前亦宣布，為所有客戶提供可持續的
投資，推出不同的永續投資組合策略。

她表示：「我們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目
標，這也是我們在內部建立的生態系
統，我們把資金投入到這個問題上，因
相信我們有非常強烈的企業責任。」
她強調，瑞銀致力成為可持續金融領

域投資機會的全球聯繫人，因而支持
「世界合一論壇」及其加速淨零轉型的
決心。該行在亞太區覆蓋13個市場，並
可於匯集資本、人才和影響力的資源上
發揮重要作用。
出席同一場合的世界經濟論壇執行董
事梁錦慧亦指，亞洲的碳排放量佔全球
一半，單靠科技尋找解決方法並不足

夠，政策及監管框架、市場機制、融資
工具等方面的創新亦同樣重要。

世界經濟論壇梁錦慧：單靠科技不足夠
她說，時代正要號召橫跨政府、商

界、學術及民間社會的領導力，領導者
不單需要革新現有的消費及生產模式，
亦要推動工業脫碳、保護及恢復生態系
統，以及更好管理地球資源，以改善人
們的生活質素及生計，同時亦能夠在政
策、市場機制、金融工具上進行創新，
並可善用科技、文化及夥伴合作的力量
化危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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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毓群分享寧德時代走向碳中和經驗
瑞銀盧彩雲：金融機構需保持敏捷和創新

大程度取決於氣候科技的發展以及如何大程度取決於氣候科技的發展以及如何

◆曹慰德

以「地球十字路口—投資創新，迎接可持續未來」為主題的首

屆「世界合一論壇」25日在香港舉行，論壇通過深入對話，推動

亞洲以至全球各地以行動落實淨零排放和可持續轉型的目標。香

港特區政府財庫局在論壇後發表《化責任為機遇 發展香港可持

續披露生態圈的願景宣言》，目標使香港成為首批將本地可持續

匯報準則銜接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ISSB準則）的司

法管轄區，鞏固香港在國際可持續金融領域的領導地位，把握全

球綠色轉型至2030年年度氣候融資投資達約9萬億美元的商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李家傑：減碳加速要從新技術入手

◆首屆「世界合一論壇」25日在香港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右七）、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尹宗華（右六）等嘉賓在論壇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金融盛事周」正式開鑼，
由可持續科技學院舉辦、世界經論壇旗下組織協辦的首屆「世界合
一論壇」25日打響「頭炮」，論壇以「地球十字路口—投資創
新，迎接可持續未來」為主題，聚焦對抗氣候變化、促進可持續發
展、擁抱綠色經濟以及在這些關鍵領域建立全球合作，參加者人數
逾1,000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25日出席開幕致辭時表示，
有數據顯示，未來30年，僅亞洲地區就需要大約66萬億美元的氣
候投資，支持該地區向低碳經濟轉型，香港從中可發揮關鍵作用。
李家超指，香港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領先的金融中心，而且擁

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可以成為東西方之間的橋樑，匯集
不同文化、意念及專業，使香港成為建立夥伴關係、推動世界促
進永續發展所需的創新解決方案的理想樞紐。他引述統計數據顯
示，在未來30年，單是亞洲地區就需要約66萬億美元的氣候投
資，這將有助於支持該地區轉型至低碳經濟，「這個驚人的數字
突顯了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以及香港在解決綠色金融問題方面將
發揮的關鍵作用。」他續指，香港在促進可持續發展上已取得多
方面的真正進展，2022年在香港發行的綠色和永續債，包括發出
了805億美元的債券和貸款，比前一年顯著增加了40%；截至
2023年底，香港證監會已授權超過200隻ESG基金，管理總資產
超過1,600億美元，充分證明香港有能力為綠色金融和相關投資產
品提供蓬勃發展的環境。

羅寶文：合力為子孫後代創更光明未來
可持續科技學院創辦人羅寶文表示，論壇有逾100名演講嘉賓及
1,000名參加者，論壇將會成為年度聚會。她坦言，「我們顯然是
問題的根源，但我們可以成為解決方案。本次高峰會的共同目標
是基於科學的目標，並動員所有必要的資本來推動創新的解決方
案。」她表示，沒有人或公司會獨自做這件事，應對氣候變遷的
唯一途徑是透過集體決心，策略合作和顛覆性創新，一起將世界
從痛苦中解放出來，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更光明的未來。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以視頻形式致

辭時指，預料氣候及自然轉型涉及的資金，每年增加逾3萬億美
元，而目前全球具影響力投資市場的規模，估計只有逾1萬億美
元。他續指，亞洲排放溫室氣體佔全球排放量一半，舉辦今次論
壇為加快亞洲及其他地區的自然及氣候創新。
25日逾1,000名嘉賓參與了論壇。維珍集團創辦人兼董事長布蘭

森、世界經
濟論壇 FOA
海洋行動之
友中國成員
及奧運跳水
金牌得主郭
晶晶、歌手
藝人陳慧琳
等人日前亦
現身宣傳短
片，以示支
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寧
德時代創始人、董事長及總經理曾
毓群25日在「世界合一論壇」作開
幕演講，他重點分享了寧德時代在
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經驗，2025
年寧德時代的電池工廠將全部成為

零碳工廠，率先實現核心運營碳中
和，並在 2035 年實現價值鏈碳中
和。
曾毓群指出，寧德時代早在2015
年就開始布局電池回收業務，鋰電
回收規模連續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23年，公司在中國內地進行了10
萬次廢舊電池回收，成功再利用了
13,000噸碳酸鋰。
他透露，當碳酸鋰價格較高時，
回收碳酸鋰可為公司帶來很好利
潤，而且就算碳酸鋰價格跌至每噸1
萬美元左右，公司仍能獲利。他
稱，寧德時代有逾兩萬名研發人
員，專注於研究如何讓電池更加安
全高效可負擔，以及回收再利用。

◆盧彩雲在論
壇上致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木又 攝

特區政府財庫局局長許正宇25日表示，準確的信息披露是促進綠色和可
持續金融服務的重要元素。願景宣言明確定下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就香

港可持續匯報發展的具體方向。這有助香港在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領域緊貼
國際趨勢，加速朝着國際綠色金融中心的方向邁進。香港財庫局會與金融監
管機構和相關持份者繼續努力，按步完善香港的可持續披露生態，實現有關
願景，進一步推動香港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及國家的「『3060』雙碳目
標。」

許正宇：漸完善可持續披露生態
資訊對稱對投資者而言極為重要，香港證監會國際事務及可持續金融主
管鞏姬蒂25日表示，留意到市場對資訊不對稱及欠缺對ESG標準關注的痛
點，她強調安全性是監管機構的信心來源，因此作為監管機構，需要制定
清晰標準以及維持公平有序的市場，建立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
她提到證監會是國際證監會組織轄下可持續金融工作小組副主席，明白國

際投資者及資本提供者需要可靠及可比較的資料和數據，以履行對持份者義
務以及解釋應對氣候的財務風險。而香港作為國際投資中心，她認為應與國
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標準對標，發揮好全球金融的橋樑作用。

與ISSB標準對標 發揮橋樑作用
根據願景宣言（見表），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的目標，是使香港成為首批

將本地可持續匯報準則銜接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ISSB準則）的司
法管轄區，向國際投資者和市場展示香港致力鞏固其在國際可持續金融領域
的領導地位，並強化香港企業的競爭力，以回應全球對可持續披露的需求。
此外，政府亦會以整全方式發展本地可持續匯報準則和可持續披露生態圈。
香港會計師公會作為香港可持續匯報準則的制訂者，將訂立銜接ISSB準則的
本地可持續匯報準則（《香港準則》）及附帶的應用和實施指引。

陳茂波：助資金與綠色項目匹配
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5日在世界合一論壇晚宴致辭時表示，綠色轉
型需要大量投資，資金缺口龐大。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數據，要實現《巴黎
協定》中控制升溫1.5°C的目標，年度氣候融資投資需要增長6倍以上，到
2030年達到約9萬億美元，到2050年達到10萬億美元。作為亞洲的綠色金融
中心，香港發行的綠色永續債券佔亞洲總量的三分之一，香港有能力幫助資
金與綠色項目相匹配，加上本港亦提供高品質的專業服務，有助確保有關專
案符合國際綠色標準，同時本港也投入大量資源培養人才。除金融外，本港
亦正採取措施支持香港的永續航空燃料和光伏技術的使用等。
許正宇在論壇上致辭時亦表示，過去幾年，香港綠色和永續債務工具的

年度發行量顯著增長，從2020年的僅為120億美元擴大到2022年的超過
800億美元，短短兩年內增長6倍，而去年在香港安排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
債券總額佔亞洲區此等債券的市場份額超過三分之一。 他認為本港將繼續
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地位，連結亞太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資本流動，
並互聯互通內地，為全球綠色轉型作出貢獻。

◆曾毓群表示，寧德時代明年實現
核心運營碳中和。 中通社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
布以視頻形式致辭。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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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香港可持續披露生態圈的
願景宣言撮要

◆目標將本地可持續匯報準則銜接ISSB準則
政府目標是使香港成為首批將本地可持續匯報
準則銜接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ISSB
準則）的司法管轄區。

◆將訂立《香港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作為香港可持續匯報準則的制
訂者，將訂立銜接ISSB準則的本地可持續匯
報準則（《香港準則》）及附帶的應用和實施指
引。

◆《香港準則》擬供跨界別應用及分階段方式實施
《香港準則》擬供跨界別應用，包括上市公司和
受規管金融機構，並以分階段方式實施，優先
應用於公眾責任實體（如上市公司和受規管金
融服務機構）上。

◆政府會推動可持續核證
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會推動可持續核證，以促
進具公信力的匯報、加強培訓人才以支援業界
和企業，以及促進科技方案的應用以提高效
率、減低成本和利便披露的兼容性和互通性。

◆年內推出適當地採用ISSB準則的路線圖
政府將與金融監管機構和持份者合作，制訂適
當地採用ISSB準則的路線圖，目標今年內推
出，就可持續匯報為香港企業提供具透明度及
清晰的路徑，並讓企業有充裕時間做好準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