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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候风险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 

（一）气候变化与金融风险 

随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共识，

海平面上升、温室效应、各类自然灾害等等现象无不显示地球正在面对前

所未有的气候风险。这些气候变化的日益显现的同时，金融机构和整个金

融体系面临的气候和环境风险也日益提升。为此，金融行业对于气候变化

可能带来的风险需要未雨绸缪，对气候风险的识别、认知与管理与金融行

业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 

1、气候风险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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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小组（Task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在 2017 年发布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

议报告》明确气候风险的宏观影响可分为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物理风险

指的是对公司的资产和经营管理可能产生直接影响，如供水短缺、食物安

全风险、供应链受极端气候影响等。物理风险又可再细分为急性风险和慢

性风险，急性风险指突发灾害性事件导致的风险，包括台风、飓风或洪水

等极端天气事件本身及其严重性加剧带来的风险；慢性风险则指较为长期

的全球气候模式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例如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海

水酸化等。转型风险主要指在向低碳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策、法律、科

技以及市场等各方面采取的相应变动与配合，其目的为缓解和适应长期气

候变化。这类风险包括公司在转型过程中面对的政策及法律风险、科技风

险、市场风险、声誉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等。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都会对

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针对气候风险，TCFD 对金融业

参与者提出了管治、策略、风险管理及指标和目标的四方面建议。 

（1）气候风险的特征 

从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 

IRGC）的新型风险分类的角度来看，气候风险同样适用于四类新型风险分

类体系，即简单风险、复杂风险、不确定风险和模糊风险，而金融业面对

的气候风险主要属于不确定风险。不确定风险的主要表现特征为其影响因

素已经明确，但其潜在的损害以及可能性未知或高度不确定。气候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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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主要由两方面引发，一是客观因素，如自然灾害本身的偶然性、

随机性或不可预测性；二是主观因素，如人类对气候科学认知的有限、预

测的误差等。 

在全球范围内，气候风险有四个主要特征，除上述内容的不确定性外，

还包括来源上的内生性、影响上的延展性和应对路径上的协同性。 

来源上的内生性：指气候变化风险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

人类活动不断扩张之下，现代科学技术的不当运用和对自然的过渡攫取是

引发气候变化并造成风险的重要原因。 

影响上的延展性：指气候变化的范围在空间上覆盖全球，无论地理和

政治边界；在时间上具有世代延续的特点，不仅影响当今人们的生存，也

会对后代的生存发展造成影响。 

应对路径上的协同性：指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需要从各层面形成共

同的价值判断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包括经济手段、政策法规、社会教

育等等。然而世界各国的利益诉求有所不同，导致各个国家应对气候风险

的态度也不同，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求

得平衡点。因而国际社会对气候认知和各国采取措施的差异，使得全球气

候风险管理的进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二） 香港金融行业面临的气候风险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行业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方面，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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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全球都担当着重要的角色。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香港发生自然

灾害的风险也较高，例如台风、暴雨、泥石流、森林火灾等等。其中，香

港金融管理局的文件表示，仅 2018 年 9 月的超级台风山竹就对香港造成

了约 4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这仅为短期的突发性灾害性事件，在全球变

暖的大趋势下，香港也会收到不容忽视的影响。香港天文台出版的《全球

变暖下的香港》显示，香港自 19 世纪以来年平均气温不断上升，极热日数

倍增，寒冷日数减少；自 1954 年至今，维多利亚港的平均海平面高度出

现明确的上涨。 

这些极端天气和长期气候变化给香港的金融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如 2017 年的台风天鸽，香港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风暴预警，香港金融市场

全日暂停交易。《香港气候行动蓝图 2030+》中给出了一些气候变化可能

对金融服务产生的影响，如导致电讯以及电脑系统故障相关的直接和间接

风险，个别业务和投资的风险概况转变，保险业需承受更高的极端天气风

险。由此可见，气候风险影响香港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增加市场风险和经

营风险，降低金融产品的质量和利润，增加监管和经营成本，严重时还可

能使金融机构的贷款和投资出现损失甚至营业中断。此外金融行业在面对

气候风险过程中会受到的声誉风险，主要压力来自于外界，包括投资者压

力、政策监管压力、社会舆论压力等等。 

本文对香港气候风险管理进行梳理，分析气候风险给金融行业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协同绿色金融发展及气候风险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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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及启示。 

二、香港金融面对气候风险采取的措施 

面对气候风险带来的种种挑战，香港积极采取各种应对行动，上文提

到的《气候行动蓝图》由香港环境局就联合气候变化督导委员会发布，该

委员会成员包括公务员事务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财政事务及库务局、教育局、食物卫生局等部门单位。这份近百页的气候

行动计划充分展现了香港各行各业为减缓全球变暖、提升适应气候变化的

能力而作出充分的准备，其中应变能力中的多重协同效益中就强调了金融

行业发展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重要性。 

近年来，香港引领市场资金支持绿色和低排放活动，大力推动绿色和

可持续金融的发展，致力于构建香港成为大湾区的绿色金融中心。香港的

绿色金融行业蓬勃发展不仅得益于香港政府的持续推动，也离不开金融市

场参与者的积极配合与创新。以下将从政府的政策框架和市场端的具体行

动来分析香港金融行业面对气候风险采取的措施。 

（一）政府及监管部门 

香港政府将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纳入财经事务科的重要发展战略，承诺

把握大湾区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庞大绿色金融机遇，继续提供

有助于市场发展的基建和动力，以推动市场发展和鼓励更多机构善用香港

的资本市场及金融和专业服务作绿色和可持续投融资及认证。香港政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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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进行的工作包括 18 年成立的“政府绿色债券计划”、20 年成立的绿色

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21 年推出的全新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

助计划”等。香港政府与金融业参与者积极携手推展绿色金融的发展战略

计划，促进绿色金融产品的发行与推广，以巩固并丰富香港绿色和可持续

金融的生态，共建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未来。 

1、政策框架 

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运作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管理和缓解方式有着重大的

影响，因而香港金融管理局致力推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来应对气候变化风

险。金管局在《绿色及可持续银行业白皮书》中制定了绿色及可持续的银

行业和绿色金融的发展框架，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制定一个标准框

架，评估目前香港银行的“绿色”基准（Greenness Baseline）；第二阶段

要就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监管期望或要求咨询业界及其他持份者建立一套

提升香港银行业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第三阶段目标在于落实、

审视以及评估银行业的进度。此三阶段方法的目的是在银行系统内建立气

候适应能力，提高银行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路径中

提及金融业参与者的自我评估过程，此项将有助于审查专业机构其在绿色

和可持续金融这一领域的准备情况，为后续制定气候风险战略作为有效参

考和创新工具。 

在 2020 年 5 月，香港金管局和证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绿色和可持续

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旨在协调金融业针对气候和环境风险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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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发展。督导小组的行动纲领分为五个部分： 

 

督导小组同时推出了“巩固香港金融生态系统，共建更绿和更可持续

未来”的策略计划，在文件中提到了要加强管理气候相关财务风险，以巩

固香港作为全球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同时推动气候相关资讯在各层面的

流通，以便利风险管理、资金分配及投资者保障。除此之外，还要提升业

内人士的相关技能，促进公众对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关注，并且鼓励产品

创新及研究措施，促使资金流向绿色和可持续项目。督导小组也强调要把

握内地带来的商机，发展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金融中心并加强区

域及国际合作。督导小组认为香港有急切的需要应对气候和环境风险从而

过渡至更可续的经济体系，善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贯彻落实

五个短期行动纲领，支持香港在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2、气候风险试点压力测试 

为落实上述督导小组纲领中的鼓励进行以气候为重点的情境分析，香

港金融管理局积极主动采取行动。2020 年 12 月，香港金管局宣布已邀请

获授权机构参加将于 2021 年进行的关于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试点计划。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