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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風險壓力測試試驗計劃

本文由銀行監理部提供

鑑於氣候變化對金融業的威脅與日俱增，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推出多項措施，

提升銀行業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能力，並於2021年進行了氣候風險壓力測試試驗計

劃（試驗計劃），評估銀行業應對氣候風險的韌性。結果顯示，儘管銀行在試驗計劃

所假定的極端情境下可能受到重大不利影響，銀行業在氣候變化的衝擊下仍能保持穩

健。參與銀行也透過參與試驗計劃而獲益良多，大大提升了量度及評估氣候風險的能

力。這些銀行亦因應試驗計劃的結果而制定改進其氣候策略及風險管治框架的計劃。

金管局將繼續與業界保持聯繫，支持銀行提升管理氣候風險的能力，並改良氣候風險

壓力測試框架，以制定更全面的方法在日後的壓力測試中更有效評估銀行業面對的氣

候風險。試驗計劃的詳盡報告可於金管局網站下載。

引言

金融機構應及早採取措施管理氣候風險。它們應發

展量度氣候風險承擔的能力，以評估其應對氣候變

化帶來的潛在衝擊的韌性。鑑於情境分析及壓力測

試被公認為量度氣候風險的有效工具，金管局在

2021年1月推出試驗計劃，評估氣候風險對香港銀

行業的潛在影響。是次試驗計劃有兩大目標：

• 評估應對氣候風險的韌性  金管局旨在評估

銀行業整體在不同的氣候變化情境下應對氣候風

險的韌性；以及

• 建立專業能力  金管局期望銀行透過參與是

次試驗計劃建立管理氣候風險的專業能力。

試驗計劃得到銀行業支持，共有27間銀行參與，包

括20間主要零售銀行及7間國際銀行集團的香港分

行。這些銀行共佔銀行業貸款總額的80%，為金管

局了解銀行業氣候風險狀況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

試驗計劃概覽

試驗計劃包含三個情境，即一個針對氣候狀況惡化

的實體風險情境，以及兩個分別代表不同轉型路徑

（即失序轉型與有序轉型）至低排放經濟的轉型風險

情境。參與銀行在這些情境下分別評估實體風險及

轉型風險，從而能更深入了解每種風險對銀行業的

影響。所有情境均假設參與銀行在評估期內不會改

變其業務策略。

實體風險

實體風險情境針對香港在二十一世紀中的氣候推算

下對氣溫及海平面的潛在上升幅度作出假設。這個

情境是根據香港天文台在高溫室氣體濃度的情境下

作出的氣候推算制定（圖1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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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Pilot_banking_sector_climate_risk_stress_test.pdf


  圖1

在高溫室氣體濃度情境下本港年平均氣溫相對 
1986至2005年平均氣溫的變化推算

資料來源：香港天文台。

  圖2

在高溫室氣體濃度情境下本港及鄰近海域的年平均 
海平面相對1986至2005年平均海平面的變化推算

資料來源：香港天文台。

在這個情境下，實體風險會通過兩種主要氣候災害

（即風災及水災）影響香港，令物業貶值及干擾企業

營運。因此評估的重點集中在香港的住宅按揭貸款

及其他物業相關貸款受影響的程度，以及與氣候災

害相關的潛在營運虧損。

轉型風險

失序轉型路徑假設有關當局突然改變氣候政策，有

序轉型路徑則假設有關當局及早採取循序漸進的措

施達至《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兩個轉型風險情境

均以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 (Network of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推算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及碳定

價的軌跡為主要指標（圖3及4）。

  圖3

在不同轉型路徑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資料來源：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

  圖4

在不同轉型路徑的碳定價

資料來源：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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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與銀行都要評估在失序轉型情境下，由2031

至2035年間的5年影響，而具本地系統重要性認可

機構要額外就有序轉型情境作出2021至2050年間

的30年評估。在兩個情境下，參與銀行需要評估其

對7個行業的風險承擔所受的潛在影響，這7個行業

包括物業發展業及6個高排放行業，即能源、公用

事業、金屬及採礦、製造、運輸及建築。

對銀行應對氣候風險韌性的評估

試驗計劃結果顯示，氣候風險有可能對銀行盈利、

資本狀況及營運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然而，儘管氣

候變化會帶來重大潛在影響，銀行多年來建立的強

大資本緩衝，讓它們在氣候變化的衝擊下仍能保持

穩健。

實體風險評估

參與銀行評估了實體風險對香港物業相關貸款的影

響，整體而言，這些貸款有2.9萬億港元，佔它們貸

款總額的28%。上述物業相關貸款中，55%為住宅

按揭貸款。

在實體風險情境下，參與銀行預計它們的香港物業

相關貸款的預期信貸虧損會急升，香港住宅按揭貸

款1年的預期信貸虧損會由7億港元急升25倍至

173億港元（圖5），反映參與銀行在這方面的風險顯

著增加。參與銀行亦預期辦公室處所損壞及業務運

作受干擾會引致較高水平的營運虧損。

  圖5

香港物業相關貸款的預期信貸虧損

資料來源：金管局。

轉型風險評估

參與銀行估計對7個指定行業的風險承擔額為3.2萬

億港元，佔它們貸款總額的31%。上述風險承擔額

中約有5成涉及6個高排放行業。

轉型風險主要體現於參與銀行的信貸風險承擔增

加；在失序轉型情境下，這方面的影響尤其明顯。

在此情境下，高排放行業貸款的按年信貸成本將達

0.3%，較2019年水平上升3倍。金屬及採礦和運輸

行業的貸款所受影響最為嚴重（圖6）。信貸成本上

升，加上被評估風險承擔的信貸風險加權資產大幅

增加，將導致銀行資本狀況明顯惡化。例如，在失

序轉型情境下，具本地系統重要性認可機構的資本

充足比率將在5年內平均下跌3個百分點。即使在有

序轉型情境下，在30年內高排放行業貸款的按年信

貸成本也會逐步上升（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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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在2019年及2031至2035年期間失序轉型情境下 
高排放行業貸款的按年信貸成本

資料來源：金管局。

  圖7

有序轉型情境下高排放行業貸款的按年信用成本

資料來源：金管局。

評估的局限

由於這是一項壓力測試試驗計劃，金管局給予參與

銀行彈性，讓它們可在分析中採用某些簡化假設。

例如，大多數銀行評估時均聚焦於直接受氣候相關

衝擊影響的風險承擔，而未有充分顧及氣候問題加

劇造成的更廣泛經濟影響，以及對非高排放行業的

溢出效應。由於採用了簡化假設，有關評估未必能

完全反映銀行可能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

銀行的相關專業能力及挑戰

透過試驗計劃，所有參與銀行均已大大提升本身量

度及評估氣候風險的專業能力。由數據收集及風險

識別，以至利用嶄新方法進行風險評估及向高級管

理層匯報結果，整個過程令銀行增強了全體機構對

氣候風險的意識，並提升本身評估氣候風險的能

力。事實上，部分銀行更進行較金管局要求更精細

及深入的分析，因而受益更多。此外，金管局亦舉

辦論壇，為業界提供了一個知識分享平台，讓銀行

互相學習良好做法，提升銀行評估氣候風險的能

力。儘管參與銀行在建立及提升氣候風險管理能力

方面正處於不同階段，但是次試驗計劃已令銀行加

深對本身風險水平、潛在風險環節及氣候風險傳導

渠道的認識。

然而，在這次試驗計劃中揭示的某些主要困難仍然

存在，尤其在數據及評估方法方面。具體而言，參

與銀行指出精細及可靠數據不足，是建構模型及評

估氣候風險的最大挑戰。缺乏廣泛認可的分類及風

險識別的標準，更加深上述困難。氣候風險具體出

現時間不確定及缺乏歷史事件，亦令開發及驗證用

作評估氣候風險的模型更加困難。

應對氣候風險的行動

銀行體系具備龐大的資本緩衝，無疑能充分支持其

抵禦氣候風險的衝擊，但由於氣候模式的變化不可

逆轉，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可能持續很久並且隨時

日加劇。為應對氣候變化而更頻繁及更迅速的氣候

政策調整，亦可能為銀行業帶來額外轉型風險。因

此，因應試驗計劃揭示的薄弱環節及不足，參與銀

行已制定計劃，調整業務策略及加強風險管治框

架，以確保銀行保持抵禦氣候風險的韌性。有關措

施包括策略性投放資源於有助應對氣候變化的業

務，例如綠色融資和向客戶提供轉型融資，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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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過渡至低排放的經營模式，另亦將更廣泛的氣

候風險因素納入風險管理框架。銀行亦會密切留意

市場最新發展，並繼續致力加強管理氣候風險的能

力。

前瞻

銀行需要填補試驗計劃中識別到的缺口，鑑於當中

的潛在挑戰，金管局將繼續與業界保持聯繫，支持

銀行提升相關能力，並探討應對這些挑戰的可行方

案。這些工作會集中於需要銀行共同努力以提高整

體業界應對氣候風險韌性的領域。金管局亦會優化

情境建構及匯報規定，改良氣候風險壓力測試框

架，使日後的評估更加全面。金管局現擬在兩年後

進行另一輪氣候風險壓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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