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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是粤港澳大湾区
保护修复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紧迫需求



今年2月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引起了境

内外的高度关注，粤港澳大湾区

规划纲要提出的第三个发展原则

就是“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粤港澳
大湾区

从政策层面看



到2018年末，粤港澳大湾区的GDP占全国的1/8，

规模可排到全球经济体的11位左右，人均GDP已

经超过2万美元，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比全国更

早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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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要求，指出要建立与绿色发展相适
应的金融体系，粤港澳金融界必须率先在全国探索出绿色金融发展的新路径来。



从现实需求看

依据2014年环保部和国土部联合发表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
报》，珠三角部分区域是铅、铜、镉重金属污染较为集中的地区。



2018年广东大气中臭氧浓度不降反升，臭氧作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
比例高达59.6％



地表水黑臭水体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占比达8.9%



重金属污染、臭氧污染治理
和黑臭水体治理，技术难度
大，治理成本高，持续时间
长，如何通过政策性金融、
商业金融甚至社会众筹各种
手段，聚集金融资源投入到
长期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是
粤港澳三地金融界需要共同
解决的现实难题。



从全球范围看
从全球范围看

发展绿色金融关系到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问题。

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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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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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

削减碳排放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已宣布到2030年中国碳排放将达到峰值。



大湾区金融界要积极参与到制订绿色金融标准的过程中去，与国家部委联动、与国际
金融界联动，输出绿色金融标准，以此带动输出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第一步发展成
为亚太地区的绿色金融中心。



ESG评估体系
ESG是英文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的缩写，
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

ESG理念和绿色金融密切相关，ESG评估体系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提供一个
全面和统一的框架，评价企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成效，明确生产和投资
应关注的事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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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具有较好现实基础

但也面临挑战



广东

香港

澳门

在广州花都区设立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现已建设了“绿色金融街”，

工农中建等大型商业银行在其中设立绿色金融分行，广东华兴银行、广州银行

分别发行了50亿元的绿色金融债，还设立了总规模为41亿元的绿色产业基金。

出台了在港交所发行绿色债券的特别支持政策；

颁布了新的绿色债券标准，2018年在香港安排和发行的绿色债券达到110亿美元；

香港品质保证局是国内五家国际认可的绿色债券认定和SEG评估机构之一。；

将绿色金融作为特色金融的突破口之一，积极开展国际考察和进行探索布局。

具有较好现实基础



具有较好现实基础

此外，广东及深圳是国内最早开展碳
排放权试点的地区，现已是全国第一
大碳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配额近1亿
吨，市场份额达到30%；

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提出加快筹建以
CCER（核证自愿减排量）、碳排放
权配额等为交易品种的创新型期货交
易所，抢占了全国乃至亚太地区的碳
排放市场的先机。

http://www.tanpaifang.com/ccer


绿色金融政策需

要协调

金融产品比较

单一

绿色金融人才

匮乏

粤港澳三地在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监管制度以及

金融法律法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统一的绿色金融市场难度较大。

中国的绿色金融起步较晚；

总体规模偏小；

创新产品仍处于起步阶段。

涉及各种新技术，一般金融机构很难有专业人才；

对金融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经联合国认可的ESG第三方评估机构大湾区内仅香港品质保证局一家，

不能满足发展需求。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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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加快发展
的设想和提议



市场 金融工具 投资者机构 金融政策

绿色
金融

粤港澳三地政府将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立完善起来，并与大湾区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深度结合，成为总体可持续发展机制的
有机组成部分。



（二）构建多层次的绿色
金融市场体系，满足区内
的多元化投融资需求。

（三）创新绿色评估认证机
制，在项目投向、项目评估
和筛选以及认证方面进行把
控。

（一）创新体制和机制，
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总体
制度安排。。。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