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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過渡至碳中和的良好做法 
 
謹致函與業界分享銀行在支持過渡至碳中和所採取的一些良好做法。 

 

氣候變化是全球面對的其中一項最大挑戰，並被廣泛認為是金融風險來源之一。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最近就《監管政策手冊》關於有效氣候風險管理的單

元草擬本諮詢銀行業界。 

 

金管局與銀行進行了連串討論，以了解銀行管理氣候風險的方法及準備情況；

透過這些討論而獲得的資料將有助金管局日後進行氣候風險管理方面的監管工

作。在討論過程中，金管局留意到部分銀行已制定全面的氣候策略，並在其香

港的業務運作中實施有關策略。這些銀行除了將氣候風險因素納入其風險管理

框架，更投放資源及採取風險管理以外的措施，以支持2015年訂立的《巴黎協

定》所設定的目標，為實現全球淨零排放作出貢獻。  

 

金管局認為這些支持過渡至碳中和的良好做法，對認可機構在制定其自身的氣

候策略具參考價值。這些良好做法分為四個範疇，並概述如下： 

 
 (1) 減少自身營運的溫室氣體排放 

 

• 在氣候風險管理方面領先的銀行已採取措施，減少自身營運的溫室氣體

排放，包括節能、降低耗水量和減廢，以及推行綠色辦公室或綠色分行

政策。這些銀行定下了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並利用量化標準或關鍵績效

指標以衡量減排進度。為提高業務運作的透明度及促進問責，這些銀行

定期披露其溫室氣體減排的進度及措施。這些銀行透過積極減少自身營

運的溫室氣體排放，力求在員工之間建立以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為本的核

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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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調整融資組合減少融資排放 
 
• 鑑於銀行的中介角色，它們可透過其貸款及投資組合將更多資金引入至

更綠色及更可持續的行業(例如可再生能源及潔淨科技)，從而減少銀行

的融資排放。領先的銀行已制定政策，限制對高排放行業的風險承擔。

其中部分銀行亦已推出不同種類的綠色及可持續產品，例如綠色貸款及

債券，與綠色存款及按揭。這些做法不僅有助銀行調整自身的融資組合

以達至淨零目標，更能滿足市場對綠色產品日益殷切的需求。這些銀行

也採用了以科學為本的工具及方法，根據預設目標來評估融資組合的調

整，以及制定過渡途徑達致《巴黎協定》的目標。 
 

(3) 協助客戶過渡至碳中和 

 

• 銀行可透過協助客戶邁向碳中和來促進整體經濟減碳的進程。在氣候風

險管理方面領先的銀行提供過渡融資，以協助客戶，尤其來自「棕色」

行業的客戶，逐步將業務轉型至更綠色及更可持續的商業模式。銀行亦

有向高排放客戶提供定價與可持續發展掛鉤的過渡貸款，藉以鼓勵客戶

邁向碳中和。這是一個既能有助避免對一些傳統行業造成破壞性的金融

排拒，同時亦可鼓勵從事這些行業的經營者加快邁向低碳轉型的重要支

持方法。另一方面，一些銀行透過與綠色認證機構合作，從而幫助客戶

在申請綠色融資前，就其綠色項目或貸款用途獲得第三方綠色認證。這

些銀行亦提供專門的諮詢服務及能力培訓，加強其客戶對氣候變化的認

識，並協助他們將與氣候變化相關的考慮因素納入其業務及融資略策。   

 

(4) 推動合作以協助整體經濟邁向淨零碳排放 

 

• 在氣候風險管理方面領先的銀行參與不同的國際或業界的氣候相關倡議，

例如「氣候行動集體承諾小組」(Collective Commitment to Climate Action)及 

「淨零銀行業聯盟」(Net Zero Banking Alliance)，以促進應對氣候變化相

關挑戰的共同合作。這些銀行透過於這些倡議下所承諾的氣候變化目標

上取得實質進展，展現出為努力實現全球淨零排放的願景及責任。此舉

可幫助銀行應對公眾對其日漸增加的期望並有助管理相關的聲譽風險。

在本地層面，這些銀行積極與政府及決策當局合作，提供建議及意見，

協助所屬國家或地區塑造與氣候相關的政策。 

 

上述良好做法的詳情載於附件。認可機構應積極提升其整體綠色及可持續計劃，

以涵蓋氣候風險管理及上述有助達致碳中和的支持措施。認可機構應考慮制定

指標，以監察採納這些良好做法作為其業務策略一部分的進度，並應定期向董

事局匯報相關進度，讓董事局能掌握機構在推動綠色及可持續銀行業方面所作



- 3 - 
 

                 

的努力。金管局會考慮在其綠色評估框架中納入這些良好做法的元素，以評估

銀行業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的整體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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