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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 2 4 樓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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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r, Hong Kong 

 

 

 

化責任為機遇 

發展香港可持續披露生態圈的願景宣言 

 

 本宣言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庫局”)發出，旨在闡明政府和金融監管機

構為香港發展全面的可持續披露生態圈的願景和方針。 

 

有關可持續披露規定的國際發展 

 

2. 世界各地對可持續發展的意識日益提高。對管理風險和支持投資而言，確保

投資者和其他市場參與者取得準確一致的可持續發展相關資訊十分重要。 

 

3. 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在 2023 年 6 月發布其首套國際財務報告可

持續披露準則(“ISSB準則”)，提供全球通用的基準，讓世界各地的實體擬備

可比較、一致和可靠的氣候及可持續發展相關資訊，並把可持續披露聚焦在

投資者和金融市場的需要上。ISSB 的工作獲投資者、各地政府和國際組織大

力支持，當中包括二十國集團、金融穩定委員會、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巴

塞爾委員會”)、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和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國際

證監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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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責任為機遇 

 

4. 香港作為領先的可持續金融樞紐，一直擔當領導角色。我們擁有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獨特優勢，既聯通亞太地區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資本流動，也具備連接內

地的優越地位。展望經濟和營商模式朝向更可持續和低碳方向轉型的美好前景，

我們決心把可持續披露的相關責任轉變為機遇，把香港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展

推向新高峰。 

 

5. 為把握這些機遇，以發揮自身優勢追求業務的長遠發展，香港企業(尤其是金

融服務業和上市公司)必須做好準備，力求以國際共通的資訊交流可持續發展方面

的考慮事項和議題，從而保持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競爭力，為符合環保方針的項目

吸納資金，並為全球構建可持續發展未來作出貢獻。這需要取得並充分利用可持

續相關資訊，以在可持續金融中作出明智決策、風險評估、提高透明度和持續創

新。這正是在《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下推動香港在 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

氣候策略、國家的「3060」雙碳目標，以至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中，重要的一環。 

 

我們的願景 

 

6. 我們完全認同可持續披露的重要性，目標是成為首批將本地可持續匯報準則

銜接 ISSB 準則的司法管轄區。我們認為必須向國際投資者和市場展示香港致力

鞏固其在國際可持續金融領域的領導地位，並強化香港企業的競爭力，以回應全

球對可持續披露的需求。 

 

7. 為作出公開承諾，政府已在《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將與金融

監管機構和持份者合作，制訂適當地採用 ISSB準則的路線圖(“路線圖”)，以銜

接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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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督導小組”)1亦積極推動相關工作，成

立了由財庫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共同領導、成員來自其他金融監管機

構2、港交所和其他持份者(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負

責制訂路線圖。香港會計師公會作為香港可持續匯報準則的制訂者，將訂立銜接

ISSB準則的本地可持續匯報準則(“《香港準則》”)及附帶的應用和實施指引。 

 

以整全方式發展《香港準則》和可持續披露生態圈 

 

9. 我們會以整全方式發展《香港準則》和本地可持續披露生態圈。重要元素包

括： 

 

(a) 覆蓋金融服務業各界別：《香港準則》擬供跨界別應用，包括上市公司和受規

管金融機構(例如銀行、基金經理、保險公司、強積金核准受託人等)。在《香

港準則》的基礎上，相關當局／監管機構會參考不同國際監管準則制訂組織

(包括巴塞爾委員會、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國際證監會組織，以及國際退休

金監管機構組織)發出的相關指引，為受規管金融服務機構制訂針對個別行業

的規則和規例。 

 

(b) 分階段實施：考慮到公眾責任實體（例如上市公司和受規管金融服務機構）

的相對就緒狀態和能力，《香港準則》將優先應用於這些實體上。為裝備上市

                                                      
1  在 2 0 2 0 年 5 月成 立的 督導小 組由香 港金融 管理局 (“ 金管 局” )和 證 券及期 貨事務

監 察委員 會 共同 領導，成員 包括財 庫局、環境 及生態 局、保險業監 管局 (“保 監局 ” )、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 積 金 局 ” )、 會 計 及 財 務 匯 報 局 (“ 會 財 局 ” )和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 港 交 所 ” )。 督 導 小組 協 調 金 融 業 氣 候 和 環 境 風 險 的 管 理 工

作 ，加快 香港綠 色和可 持續金 融的發 展，並 支持政 府的 應 對 氣候 策略。  

2  即 金管局 、保監 局、積 金局和 會財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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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邁向最終根據《香港準則》作可持續匯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會先優化《上市規則》中適用於上市公司的氣候相關披露規定3。就

此，聯交所已在 2023 年就優化適用於香港上市公司的氣候相關披露規定進

行諮詢，並在擬備總結時，會考慮市場意見、ISSB準則的要求和 ISSB發出的

指引，預期在 2024 年上半年公布諮詢總結。對《上市規則》所作出的修訂

預計會由 2025年 1月 1日起生效。 

 

(c) 可持續核證促進具公信力的匯報：為所匯報的可持續發展相關資訊進行核

證，有助確立資訊的公信力和可靠度。在制訂本地的可持續發展相關核證和

道德準則時，會考慮全球最新發展，包括國際核數及核證準則委員會和國際

會計師道德準則委員會的相關討論。會財局也會參與推動香港發展可持續核

證。 

 

(d) 培訓人才以支援業界和企業：擁有經培訓的可持續金融專業人才，對支持落

實上述重點領域和生態圈的全面性至為重要。現行的技能培訓計劃會繼續促

進人才培育，另外亦會為擬備披露準則者、匯報和核證方面的專業人士，以

及可持續發展相關服務提供者，提供技能提升課程。 

 

(e) 促進科技方案的應用：科技為本的方案可提高效率、為擬備和使用可持續相

關披露準則者減低成本，亦可利便不同行業和市場作出披露的兼容性和互通

性。我們會積極充實數據資源、支援數據收集和匯報，以及推廣使用綠色和

可持續金融科技方案，包括已推出的措施 – 

 

                                                      
3  擬議的氣候相關披露規定是以 ISSB 公布的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 (第 2 號：氣候相

關披露的徵求意見稿 )及 I SSB 之後公布的商議結果作為參考。  



5 

o 為非上市公司和中小企業而設的氣候和環境風險問卷(“問卷”)：督導

小組在 2022年推出問卷，以協助有關企業進行可持續匯報，令貸款方、

投資者和供應鏈客戶更容易了解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情況。該問卷亦可協

助金融機構收集及分析企業層面的數據，用於風險評估和相關業務決

策。問卷的電子版進一步便利企業開展匯報，並支持企業與金融機構在

數據擁有人的授權下，更廣泛地共享數據。 

 

o 溫室氣體排放計算和估算工具(“工具”)：督導小組聯同香港科技大學

於 2024年 2月推出供公眾使用的工具4，以便利香港企業和金融機構作

可持續發展匯報。這些工具能協助企業管理其環保足印，同時鼓勵市場

參與者改善可持續發展的作業模式。 

 

下一步工作 

 

10. 我們的目標是在 2024 年內推出路線圖，就可持續匯報為香港企業提供具透

明度及清晰的路徑，並讓企業有充裕時間做好準備，務求在《香港準則》實施時

能準備就緒。 

 

11. 工作小組已與持份者(包括上市公司和受規管金融機構)展開交流，以收集有

關本地企業在可持續匯報的不同階段下的目標、面對的問題和能力。目的是識別

在制訂和實施《香港準則》時應考慮的具體情況，包括是否有需要修訂法例。 

 

                                                      
4  工具在督導小組網站上免費開放予公眾使用 (計算工具和估算工具 )。  

https://sustainablefinance.org.hk/tc/data-technology/calculator-for-scope-1-and-scope-2-greenhouse-gas-emissions-of-a-corporation
https://sustainablefinance.org.hk/tc/data-technology/estimator-for-scope-1-and-scope-2-greenhouse-gas-emissions-of-a-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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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展望未來，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會繼續與本地企業緊密合作，有系統地制訂

和應用《香港準則》，共同建立可持續披露制度，並切實為企業在政策和技術上提

供所需支援，加強企業在環球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24年 3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