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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FF永續創新融資工作坊
專家交流推進永續金融發展之道

ABAC我國秘書處

ABAC我國秘書處與亞太金融論壇(APFF)於9月

22日共同舉行「永續創新融資工作坊」(APFF 

Workshop on Financing Sustainable Innovation)。工作

坊主題為提倡邁向碳中和之創新融資，並探討如何

減少及調適永續創新融資之風險。本工作坊由APFF

協調人Dr. Julius Caesar Parreñas主持，邀請5名國內外

永續金融專家分享其經驗及觀點。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胡則華處長

於開場致詞中提及，本年聯合國大會呈現全球氣候

危機下的四大關鍵議題，分別為促進區域及全球合

作、形塑韌性的經濟與社會、擴大氣候行動以及加

速產業轉型。在全球前兩千大上市企業之中，約有

38%承諾要在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目標，而金融機構

應扮演的角色包含擴大發行綠色債券，支持創新科

技的融資計畫以及企業的解決方案。面對監管措施

尚未健全、科技與創新伴隨的風險等挑戰，她認為

這凸顯本工作坊討論永續金融之重要性，如何促進

永續金融發展並調和其風險，促進公平、平等和善

治，以實現更加永續且包容的世界。

APFF永續金融發展網絡(Sustainable Finance 

Development Network, SFDN)協調人Pablo Casaux強

調微中小企業(MSMEs)在永續創新的角色，其中不

少中小企業認同永續商業模式的重要性，但不知道

要如何著手進行。Casaux指出創新與永續的互動關

係，創新可以應用於支持永續的融資機制，而永續

可以作為金融產品創新的一部分。SFDN路徑圖於

2021年建立，將永續金融創新行動拆解成數個模組

(building blocks)，有助於對應解決方案，並與利害關

係群體齊力打造一個支持創新的生態系。

亞洲開發銀行(ADB)經濟研究與區域合作部金

融分析師Kosintr Puongsophol介紹東協永續債券市

場的概況，以及ADB在東協推動永續金融生態系之

經驗。從ADB的觀察，他表示有許多在東南亞的投

資者對於綠色債券的利益仍不熟悉。Puongsophol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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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的意志與承諾、明確的監管措施與政策示

範為順利推行永續金融的關鍵。他進而分享，促進

永續金融商品變得更加普及且可負擔，其中一個作

法為鼓勵金融機構引進永續儲蓄方案，可吸引更多

零售商及個人參與。

彭博新能源財經(B l o o m b e r g N EF)高級顧問

Jonathan Luan分享氣候金融發展的概況、挑戰與契

機。根據彭博的統計，全球低碳能源轉型投資額從

2020年6兆美元快速上升至2021年7.55兆美元，其中

再生能源的占比最高。然而Luan表示，淨零排放的

精準投資仍然不足，當前投資人的目標仍以已開發

市場為主，呈現開發中與已開發市場的落差。他指

出當前的挑戰包含，許多高碳排產業在低碳投資的

獲利有限、新興市場的風險限制了低碳投資，以及

已驗證的投資模型尚無法大規模被複製。他進而建

議，政府可以透過聯合投資、聯合發行發展基金等

方式有效降低投資的風險，進而吸引更多私人投資

者投入新興市場。

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債券部經理Ivana Chen

分享我國的永續政策如「綠色金融行動方案3.0」、

「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如何共同實踐2050

年淨零排放的國家總體目標。她指出兩項永續金融下

的創新策略，一為呈現綠色債券的收益，二為發行永

續相關債券，鼓勵金融機構、企業將永續經濟活動認

定指引，納入策略規劃及投融資評估之參考。

最後，安永會計事務所氣候變遷與永續服務經

理Tommy Lee強調監管單位在推進永續金融發展之角

色，並強調資料運用在盤點企業永續活動以及「氣

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等倡議之重要性。他指

出我國的金融機構尚無機會加入全球性永續金融計

畫，如聯合國的責任投資原則(PRI)、責任銀行原則

(PRB)及永續保險原則(PSI)，並在我國有掌握區域氣

候數據的專業團隊之條件，期望未來能獲得更多國

際支持以加入區域合作的項目。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22年9月發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3.0」，為深化我國永續發展做貢獻。（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