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全球對於環境、社會
和管治（ESG）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提
高，愈來愈多企業、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
將ESG考慮納入其經營和投資決策中。對大

企業而言，推行ESG已是勢在必行；而中小企亦
應早着先機有所準備。不過，無論是大小企業，在推行上均
面對三大挑戰，包括資源（錢）、數據收集（標準統一），以
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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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數據收集標準 建立人才庫 提供融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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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是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Social、
Governance）的簡稱；在2004年，聯合國全球契約首次提出，
被視為評估企業經營的重要指標，也是企業獲得客戶與投資人
信任的基礎。ESG數據通常被歸類為 「非會計」 資訊，它可反
映出傳統報表難以揭露，但能影響潛在估值的重要因素。

隨着評估企業的因素日趨複雜，無形資產的影響力不斷
增加。ESG指標可衡量企業管理層的決策如何影響營運效
率及未來策略方向，並提供品牌價值、商譽等無形資產

狀況的觀點。

安永中國主席、大中華區首席執行
官陳凱表示，ESG發展為大勢所趨，企
業董事會愈來愈關注ESG風險及管控，
亦愈來愈多上市公司公布經第三方認證
的ESG報告，希望增加公信力及投資
者信心。

雖然歐美於ESG發展上走得較前，
但他不覺得香港走得慢。 「就披露而
言，香港行得好快，早於2016年開始已
要求上市公司作出ESG相關披露。過去
企業認為ESG與CSR（企業社會責任）
差不多，都是有關社會責任及慈善公
益，但現在已變成管理手段，會將ESG
議 題 納 入 業 務 KPI （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陳凱稱。

納入KPI考核或影響估值
「對上市公司而言，ESG是體現

內部管理；對投資者而言，企業ESG
的實施，可反映企業的執行能力，以
及公司管理能力及水平。」 陳凱坦
言，以前很多公司不明白，ESG做得
不好會影響公司估值及評級，直接影
響股價，故現在上市公司愈來愈緊張
ESG相關披露。

當然，機遇總伴隨着挑戰。陳凱
指，ESG有關需求來得又快又大，但牽
涉很多專業專才。以怎樣量度及收集資
料為例，需要很多科技及ESG相關人
才，例如，如何利用大數據及人工智能
收集數據再進行分析，幫助管理層作決
定科技或人員的投入。

除人才外，現時ESG沒有一個公認
的標準，這可為香港帶來機遇。陳凱解
釋指，香港的優勢是世界公認的國際金
融中心，可以在國際標準的基礎上，再
按不同行業或企業的情況制訂標準，讓
國際及內地都認同有關標準。他又指，
香港要用好自身優勢去融合各方持份
者，包括準則制定者、國際市場的參與
者，以及內地政府監管機構等，讓他們
都認為香港是首選ESG融資平台，並打
造香港成國際碳交易中心。

陳凱表示： 「香港扮演的角色十分
重要。作為內地與國際的中間角色，香
港可對接標準及提供融資平台。外資對
內地認識不深，但通過香港可以幫手配

置資源，尋找合適及安全的投資項
目；對資金需求方來說，則是如何更
有效拿到資金。」 他續稱，企業最大
挑戰為人才和技術，現時對非上市公
司壓力較細，但即使是非上市公司，
與上市公司合作時，亦會面對壓力。

羅兵咸永道香港地區及中國大灣區
ESG服務主管合夥人方蘊萱表示： 「現
時企業發展ESG面對三大困難，一是金
錢，二是數據收集，三是人才，而香港
最欠缺便是人才。」

隨着國家提出雙碳目標，香港公司
明顯較以前積極。方蘊萱指，根據公司
去年的ESG調查，發現受訪香港上市公
司中，30%已準備於未來兩年訂立科學
化的減排目標；44%未訂立科學化目
標，但會按自身情況定立減排標準；逾
50%已訂立或計劃就有關社會議題訂立
目標。

加強合作將國際準則帶到內地
調查又發現，現時ESG報告五花八

門，不同公司有不同的披露方式，應收
集什麼資料及如何收集，成為企業的痛
點之一。57%受訪企業表示，未有足夠
數據資料可供收集，怎樣去收集亦十分
有難度。方蘊萱坦言： 「非財務數據難
如會計賬目般作系統性收集，故企業收
集起來十分有難度。是以標準化ESG披
露數據，是一個切實的需要，亦是一大
機遇。內地沒有一套統一標準，香港可
與內地接軌合作，將國際相關準則帶到
內地。」

此外，ESG人才缺乏是一大問題，
很多企業找人才十分困難。不過，香港
已認知到有關問題，不少大學均推出不
同ESG相關課程；金發局亦發表報告，
探討如何建立人才庫；特區政府也預留
2億元，推出為期3年的 「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培訓先導計劃」 。

至於碳交易市場，方蘊萱稱： 「中
國是最大碳排放國家，有很大商機及潛
力。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可扮演內地
與國際的超級聯繫人，加上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 發展。港交所可幫

助找尋合適的碳項目及建立良好
的交易中心，發展碳生態圈。」

漂綠（Greenwash）
是由「綠色」（green）和
「漂白」（whitewash）合成
的一個新詞，用以說明一
家公司、政府或是組織以
某些行為或行動宣示自身對
環境保護的付出，但實際上
卻是反其道而行。

一些資產管理公司為基

金略為塗上可持續發展的色
彩（綠色），希望藉此吸引
對可持續投資感興趣的投資
者。現時業界還未就 「可持
續投資」 制訂清晰明確的
標準，漂綠的行為正是利
用這個情況作為招徠手
段，以吸引更多
投資者。

留意漂綠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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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氣候變遷•資源流失•污染及浪費•去森林化

社 會
•工作條件•衝突地區•健康與安全•員工關係及

多元化

企業管治
•管理層薪酬•賄賂及貪腐•多元化架構•稅務策略

港三方面發力 ESG前景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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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發展ESG已是難以避
免；對中小企來說，雖然ESG仍未

「殺到埋身」 ，但亦已開始感到相關壓力。香港大學
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早前進行了一次全港中小企
永續發展調查，結果顯示98%中小企表示現正面對永
續發展挑戰，當中最多面臨的3項挑戰分別是經濟／財
政不穩定、全球公共衞生危機（如疫情）和消費者期
望。

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助理項目經理
梁子謙表示，ESG已漸漸成為企業財務報表外，一個
衡量企業經營狀況的重要指標。他又指，現時社會大
都比較關注大型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合規情況，
反而中小企角色及貢獻就少有深入研究。

與大企合作需披露碳排放資訊
「近兩年ESG關注度及意識提升了很多，中小企

亦要知道價值鏈管理概念。他們是價值鏈管理中的重
要一環，因為上市公司有很多上下游商業合作夥伴，
當中不乏中小企。大企業要就碳排放作出披露，需知
道合作公司碳排放水平，所以有關資訊透明度亦要漸
漸提高。」

梁子謙表示： 「中小企亦意識到有關情況，雖然
現時只規管上市公司，但當他日實施推至中小企時，
屆時才要追趕，便可能失了先機。若現時有所準備，
對長遠成本及發展只會有幫助無壞處。」

消費者不僅看品牌也看環保意識
他又指，ESG無論本地或環球指引及要求一直收

緊，所以只有愈早把ESG機制放入公司，才有正面影
響。 「除了從與大企業合作角度，在客戶和消費者眼
中的觀念及要求亦與以前不同。現時不只看品牌，還
會看環保意識及社會議題的關注，多了道德思考及批
判。如這間公司的生產有否涉及環境污染問題，或生
產流程會否聘請童工或涉及剝削。社會大眾一直在監
管中，故整個大環境已改變，無論是消費者、投資者
及合作大企業，都為中小企帶來壓力。」

ESG關注度提升
中小企應提前準備
未雨綢繆

香港有關綠色金融標準釐定

•上市公司的氣候相關信息披露報告框架：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正要求
相關行業須在2025年或之前，按照氣候相
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TCFD）的建議披
露氣候資料

•綠色分類目錄：為提高金融市場間的透明
度，並使綠色金融政策更趨一致，督導小
組會以銜接由內地和歐洲聯盟合作制訂的
共通綠色分類目錄為目標，探討建立綠色
分類框架供本地市場採用

•金管局、證監會、保險業監管局及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分別制定監管規定，要
求有關界別在其業務中考慮氣候風險

港支持ESG發展措施
•成立 「低碳綠色科研基金」 ，把基金撥款
倍增至4億元

•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 已向超過
200筆在香港發行的相關債務工具批出資
助，涉及的債務總值近700億美元

•港交所在去年10月推出國際自願碳信用產
品交易市場Core Climate

•成立 「綠色科技及金融發展委員會」

•計劃於在2023至24財政年度發行150億元
綠色零售債券

•擴大特區政府綠色債券的發行，目標在
2021至22年度起的5年內，總發行量比之
前增加5倍以上

•預留2億元以推出為期3年的 「綠色和可持
續金融培訓先導計劃」

•發售8億元全球首批政府代幣化綠色債券

資料來源：證監會
2021年6月 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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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認可ESG基金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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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