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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全球暖化在近年被視為影響經濟及企業可持續發展的

最大風險，世界經濟論壇的調查顯示，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在全球

最大可能出現的風險中位列榜首，而與氣候變化息息相關的生態

系統風險亦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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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可持續議題

日益受到關注，相

關的ESG投資概

念亦愈趨成熟。

洞悉責任投資大趨勢
隨着可持續議題日益受到關注，相關的ESG投資概念亦愈趨成熟。在ESG投資的眾

多範疇中，環保議題向來佔重要角色，當中氣候變化可說是投資市場的焦點所在。

隨着市場發展，除了環境議題「E（Environmental）」，社會議題「S（Social）」

近年亦漸受投資者關注。加上ESG資產愈趨多元化，為投資者提供了更多選擇，

以下我們將為大家剖析ESG投資市場的一些最新趨勢。

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位列榜首

影響經濟的5大風險1

1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報告2021》，截至202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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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極端天氣
（例如：洪水、暴雨）

4傳染病

2氣候行動失敗

3人為環境破壞
及災害

5主要物種流失及
生態系統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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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提出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2

生物多樣性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基礎 

生物多樣性風險近年愈來愈受投資者關注。由於生物多樣性是維持食物安全、

醫藥、潔淨水資源、物料以至穩定氣候的重要因素，因此大部分可持續發展的

目標都有賴生物多樣性才得以實現。

2資料來源：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投資者對生物多樣性的行動：討論文件》，202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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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投資主題及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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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資料來源：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截至2019年。
  4資料來源：國際金融公司，截至2019年。
  5資料來源：麥肯錫，截至2019年。
  6資料來源：丹佛斯，截至2020年。
  7資料來源：E. B. Barbier等，截至2019年。

5.3

可再生能源

到2050年，由化石燃料轉型至可再生能源，預期累計的投資規模將達

萬億美元3110

綠色建設

2030年之前，單是新興市場的綠色建設，預計相關的投資規模便達

萬億美元424.7

可持續用水及廢水管理

預計在未來20年，用於改善用水生產力的投資，每年將高達 

億美元5600

自然資本及生態系統

改善沿海濕地環境，以降低風暴和洪水所造成的損失，每年可為保險

業節省

億美元7520

潔淨交通

到2025年，透過數碼化和更細緻的計劃，有助縮減運輸距離，提升

行業收入達

萬億美元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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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因素抬頭

勞工規例

職業健康與安全

產品管理

供應鏈管理

性別多元化

ESG社會因素
涵蓋的範疇

以往ESG投資的主題多集中在環境「E」，但近年社會因素「S」

亦漸受投資者重視。社會因素關注企業如何處理與僱員、客戶及社

區的關係。企業若沒有妥善政策管理社會因素，有機會對其信譽及

財務帶來嚴重損害。

可負擔醫療

人口老化導致醫療需求上升，而一場疫情

更加劇各地醫療開支。這些因素料會加快

醫療科技的應用，包括結合人工智能、大數

據、手術機械人、遙距診症等技術，以提升

醫療效率及降低成本，發展可持續醫療。

數據安全及私隱

新冠肺炎疫情加深大眾對社會因素的關注，

例如各地封城引發供應鏈中斷、大部分人轉

為在家遙距工作，引發網絡安全的風險。

這些風險對經濟及企業的回報有重大影響，

令投資者更為重視企業的社會因素風險政策。

不道德的業務



各地近年加強ESG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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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ESG披露成新常態

2021年啟動碳排放權交易，要求

企業公布碳排放數據及購買超額

排放額度。

香港

紐西蘭澳洲

英國

新加坡

2018年通過《現代奴役法案》，

要求大型企業、信託及基金，披

露業務及供應鏈中的奴役風險。

2020年向金融機構公布《環境

風險管理指引》，列明管理及

披露環境風險的方針。

推出可持續分類標準，並在2021

實施《可持續金融披露規範》，減

少各行業「漂綠」的情況。

2020年在全球率先實施強制性

規範，要求企業2025年前根據

氣候相關財務披露（TCFD）框

架披露風險。

2020年提出強制大型金融

機構由2023年起每年披露

氣候風險。

2020年提出修訂《基金經理操守

準則》，要求管理集體投資計劃

的基金經理考慮氣候變化的風險

及作合適披露。

歐盟

中國
內地

投資市場是推動企業改善ESG表現的重要力量，但由於企業ESG

表現較傳統的財務因素難以量化，為了方便投資者決策，一套基準

相同、易於比較的評估標準，除了可減少高估或低估一家企業的

ESG表現的機會，亦可較易比較不同企業之間的ESG實力。

環球各地如歐盟、英國、中國內地、香港、新西蘭及澳洲的監管

機構近年均相繼推出規例，加強企業在ESG方面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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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SG投資概念日趨成熟，已不再局限於「環境」議

題，投資者可放眼更廣泛的機遇，留意社會因素如

企業僱員關係、產品管理，以及可負擔醫療等範疇。

此外，近年企業不斷加強ESG資訊的披露，加上

ESG資產類別愈趨多元化，這些趨勢均有利投資者

選擇更適切的投資產品。

隨着市場對ESG投資的需求不斷增長，近年主題性的ESG基金亦應運而生，讓投資

者更針對性地選擇ESG投資領域。這些基金的主題包括可再生能源、廢物及水資源

管理、可持續醫療等，公司例子涵蓋太陽能發電板及風力渦輪生產商、積極在生產及

消費鏈減廢的消費品生產商、以及提供遠程醫療服務的公司等。

近年ESG基金在香港市場蓬勃發展，根據證監會的「綠色基金和環境、社會及管治

基金列表」
9
，目前本港共有67隻非上市的ESG基金，而上市的交易所買賣ESG基金亦

有3隻，為投資者提供更多選擇。

  9資料來源：證監會，截至2021年10月16日。   

4 多元化ESG資產綻放投資機遇

全球綠色債券發行量（2015-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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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資料來源︰Climate Bonds Initiative，2021年1月24日。

一直以來，ESG投資主要集中在股票，佔ESG總資產逾八成，但近年

可持續債券市場的發展亦相當迅速，多元化資產讓ESG投資者發掘

不同的機遇。

平均年增長達60%

累積發行量突破1萬億美元

發行商包括各地政府及企業
（如交通營運商及汽車生產商）



7

本文件只提供一般性資料，並不針對任何可能收到本文件的人士的具體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和特別需求。在此表達之意見可因應情況修改而不作另行

通知。本文件並非銷售文件，且不構成建議、要約出售或招攬購買或認購任何投資。本文件所載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說明用途，且並非任何形

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滙豐投資管理」）就預測、預計或目標未能達成概不承擔任何責任。本文件內的資料乃取自滙豐

投資管理合理地相信可靠的來源。然而，無論明示或暗示，滙豐投資管理不保證、擔保或代表本文件內該等資料的準確性、有效性或完整性。投資附

帶風險，過去的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請參閱銷售文件以便獲取其它資料，包括風險因素。此文件並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批閱。版權 

©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2022。版權所有。本文件由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刊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