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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季完結前，香港迎來盛匯超級 3 月，一系列頂級盛事接連舉行。上周舉行的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及「Art Central」，更是眾多財富管理團隊的焦點，積極

安排邀請客戶參加，讓他們感受「藝術、創意和傳承」交匯之美。  

對於銀行及金融業界而言，在色彩斑斕的藝術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依然會是「綠

色」，這里所說的「綠色」是指綠色科技、綠色金融、綠色投資和綠色基準等項

目。最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在港新設立的綠色科技樞紐「GreenTech Hub」

將容納約 200 間綠色企業，並強調透過結合綠色科技與綠色金融，為香港經濟發展

創造新動力。 

基礎設施建設和優惠政策為綠色產業提供了發展的必要條件，而綠色金融人才的培

訓則是推動的關鍵。傳統的金融人才培訓通常側重於特定部門或崗位的專業技能，

如風險管理、投資分析或貿易融資等，足以應付日常營運，卻缺乏灌輸綠色金融和

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系統性培訓，局限了綠色金融知識在行業廣泛普及和有效應用。  

綠色理念融入日常工作 

其實綠色金融不止是特定部門的責任，而需要機構全方位共同參與。透過多元化的

培訓，將綠色理念融入每個崗位的日常工作，才能打造真正的「綠色金融生態

圈」。 

縱觀整個金融及銀行業，除了專責綠色金融發展的人才，機構內其他部門都需要扮

演不同的角色。例如，綠色金融相關法律法規仍在不斷完善中，需要專職分析師及

時了解，協助銀行制訂可持續業務方針。高層管理人員則是整個行業的掌舵人，因

此需要從宏觀角度了解整個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從而制訂綠色金融策略，推動全行

業朝着可持續發展目標前行。  

非綠色金融核心崗位人員也需掌握相關知識。例如，客戶經理只有在充分學習綠色

金融知識後，才能向客戶解釋綠色債券、ESG 基金等綠色金融產品，並解答客戶關

於可持續發展的疑問；IT 技術人員也需要接受相關培訓，學習如何利用區塊鏈、大

數據分析等金融科技支持綠色金融業務，開發綠色金融資料平台或提高 ESG 報告的

透明度。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在亞洲處於領先位置，綠色債券發行金

額佔整個亞洲市場超過三分一。銀行需要專門人員負責將 ESG 因素整合到銀行產品

開發中，並協助推出綠色及可持續融資產品，為可持續融資及投資設立業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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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持續支持本地綠色金融人才的培訓，2025 至 26 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亦

將「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培訓先導計劃」延長至 2028 年。該計劃已累計批出超過

5700 宗申請。另外，業內也不乏提供相關培訓的機構，為未入行及已入行專業人士

提供綠色及可持續金融專業資格認證課程及相應資格考試。  

筆者建議大家充分利用相關培訓，學習綠色金融知識，以未來的職業發展做好準

備，並為保護我們的地球貢獻一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