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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推動開創永續的未來，是一項迫切而複雜的挑戰，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努力才能實現。在這項重大任務中，

亞洲扮演關鍵要角，結合先進技術、工業實力及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進而做出獨特貢獻。然而，亞洲各國發展

成熟度參差不齊，無法採行一體適用的永續發展架構，且亞洲密集的生產和供應鏈對氣候承諾的願景構成重大

障礙，與歐美相較之下尤其如此。 

亞洲各國淨零排放承諾1 

 
 
 

亞洲已成為全球綠色科技的發展重鎮，持續推動各領域的創新與進步。從再生能源解決方案、智慧基礎設施到

交通電氣化，該地區技術量能充沛，有助於打造永續未來。亞洲在相關領域的貢獻對於實現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至關重要：憑藉技術優勢加上製造實力，不僅推動該區域進步，也持續提高歐美綠色科技供應鏈對亞洲的依賴

度。 

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亞洲新興和開發中國家的國家自訂貢獻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 每年需要 1.1 兆美元投資於氣候風險緩解及調適措施，而目前仍短少 8,000 億美元。各國目前正設法補

足此缺口，實施永續分類標準、碳訂價、加強供應鏈盡職調查等機制，力求推動責任投資和開發的進展。然而，

各界仍須大幅加快腳步，才可確保維持正軌，穩定實現淨零排放目標。關鍵在於均衡兼顧全球各地差異，不僅

要推動亞洲國家永續實務的發展，亦需引導資本投入能源轉型和綠色科技的普及。 

亞洲在技術和法規方面取得長足進步，奠定了堅實轉型基礎，有助於促成良性變革。投資人若能瞭解並發揮亞

洲特有的優勢，可更妥善因應複雜的永續轉型趨勢，為當地永續投資的穩健成長創造有利條件。 

  

 
1 Energy & Climate Intelligence (能源與氣候智庫) 網站 

日本 

2020 年宣示 

韓國 

2020 年宣示 

香港 

2021 年宣示 

馬來西亞 

2021 年於 COP26 宣示 

新加坡 

2022 年提出承諾 

台灣 

2022 年宣示 

中國大陸 

2021 年於 COP26 宣示 

泰國 

2022 年提出承諾  

印度 

2021 年於 COP26 宣示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Departmental-Papers-Policy-Papers/Issues/2024/01/29/Unlocking-Climate-Finance-in-Asia-Pacific-Transitioning-to-a-Sustainable-Future-541458
https://eciu.net/netzero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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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1. 永續發展競賽： 

亞洲綠色科技巨擘 ............................................................ 6 
‐ 亞洲位居全球永續發展前沿，尤其以中國為首，大舉投資於綠色科技。全球在 2030 年達成淨零排放的情

境，需要投入 4,700 億美元的潔淨能源技術資金，亞洲地區約佔其中 70%。 

‐ 亞洲各國政府推行政策、補貼及稅收優惠，在推動綠色科技方面扮演要角。尤其中國、日本和韓國早已認

識到太陽能及電池儲存的潛力，並大舉投資發展相關技術。 

‐ 中國在太陽能光電、風電和電動車電池製造領域確立了主導地位，分別佔全球製造量能的 80%、60% 和 

70%。在太陽能電池板生產方面，中國採取強勢的成本削減策略，包括再生能源組合標準和饋網電價補

貼，大幅降低全球價格，進而強化該國主導地位，並引發國際競爭對手的顧慮。 

‐ 除了傳統綠色科技外，亞洲國家也關注綠色鋼鐵、生物燃料和綠色氫能等新興領域，力圖鞏固全球領先地

位。中國對鈉離子電池的投資，以及日本的綠色鋼鐵和氫能策略，皆彰顯了亞洲推動綠色科技組合多元化

的決心。 

‐ 亞太地區生物多樣性豐富，但因氣候變遷及非永續實務的影響，而面臨日益嚴峻的環境威脅。然而，各界

日益正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氣候變遷影響的風險，進而加重投資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和倡議計畫 (例如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氣候調適債券)，以此強化氣候韌性和適應能力。 

 
 

2. 淨零排放指導方針： 

致力實現亞洲淨零排放的公正轉型 .................................. 15 
‐ 亞洲 (尤其是東南亞) 面臨著低碳經濟轉型和推動包容性成長的雙重挑戰，需要創新融資來支持重大的基礎

設施和能源專案，同時突顯出妥善分配資源、實現永續發展的迫切性。 

‐ 國際能源總署報告指出，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進展方面，已開發國家與新興國家的差距日漸擴大。一方

面，先進經濟體的排放量在 2023 年降幅創下記錄，主要歸功於潔淨能源的成長，而中國帶動全球再生能

源的量能增加，則對此做出了重大貢獻。另一方面，由於經濟急遽成長和能源需求的影響，中國、印度等

新興經濟體的本地排放量呈現激增。2023 年全球排放量增加 1.1% (+ 4.1 億公噸二氧化碳)。相較於 2019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9 億公噸，若非潔淨能源技術持續普及，此數字將會提高三倍，這突顯全球面臨

的挑戰，亦即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雙重目標。 

‐ 亞洲各國力求開發全方位的永續金融架構，包括轉型金融、永續發展藍圖、永續分類標準、碳訂價方案，

提供明確指導方針及發展藍圖，據此促進永續投資，以及評估企業的轉型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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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地方環保分類標準的發展，以及歐洲預計實施歐盟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 (CSDDD) 的前景，亞洲企

業日益需要加強盡職調查實務。地方也在推動倡議計畫，促進公開透明的永續投資，同時減輕漂綠 

(greenwashing) 風險。 

‐ 對於依賴燃煤的經濟體而言，「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JET-P) 堪

稱意義重大的機制，例如南非與印尼分別提出 85 億美元和 200 億美元的財政承諾，均顯示此計畫支持

再生能源轉型的規模。 

 
 

3. 碳排放交易計畫 (ETS) 和 自願碳交易市場 (VCM) 發展 

- 中國及全亞洲的市場交易發展 ...................................... 22 
‐ 亞洲在碳訂價方面進展卓著，中國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規模達到 40 億噸二氧化碳，超過該國排

放量的 40%。此外，亞洲藉由強化碳訂價機制，以此回應歐盟的碳邊界調整機制 (CBAM)，突顯出各國進

展速度雖有不同，但仍共同努力減緩氣候變遷。 

‐ 從香港的 Core Climate 自願交易市場，到新加坡涵蓋 80% 排放量的碳稅，各項措施皆反映出亞洲積極

主動的態勢。南韓訂有完備的碳排放交易計畫，而日本規劃在 2026 年以前全面實施國家碳排放交易計

畫，進一步顯示亞洲致力發展穩健的碳訂價機制，作為實踐氣候行動的關鍵工具。 

‐ 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體系，持續推動市場導向的碳訂價方法，範圍涵蓋 2,257 家電力業者，並

計畫納入更多部門。最近的履約週期碳價格已突破每噸人民幣 80 元，隨著該國致力與國際碳訂價機制接

軌，價格預計將進一步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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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競賽：亞洲綠色科技

巨擘 

「我國一方面極易受到氣

候變遷影響；另一方面也

擅長運用大量技術，克服

一切自然環境的劣勢。」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主任

Jacqueline Poh,  

談論新加坡的特色 

 

 

「世界其他地區尚未為此

做好準備 […] 如果是在

自由市場運作，進展就不

可能如此快速。」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政治經濟專家 

Lance Guo, 在《金融時報》評論

中國的綠色科技發展 

 

在全球採取氣候行動的時代，永續發展轉型不僅必要，也前所未有的迫切。這場

轉型的核心任務，在於大量投資於綠色科技和創新，以利環境足跡減量、提高能

源效率和促進永續未來。在全球致力發展綠色科技的同時，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居

於趨勢前沿，不僅率先採用相關技術，亦推行關鍵融資機制，以利帶動規模成長。 

亞洲國家的綠色科技策略各有不同，但有一項共同點：在投資和技術發展方面保

持領先。綠色科技已成為亞洲氣候策略的基石，亞洲國家承諾的融資約佔全球宣

示 4,700 億美元累計投資額的 70%，旨在大規模製造潔淨能源技術，以滿足 

2030 年淨零排放情境的需求。 

當地政府的政策是推動成長的重要助力，各國制定獎勵措施和技術發展藍圖，撥

款支持綠色科技研發，營造出必要的生態系統，力促綠色創新蓬勃發展。中國、

日本和韓國早已認識到太陽能及電池儲存解決方案的潛力，並在 2000 年代初期

大舉投資發展相關技術。 

 

中國已成為全球綠色科技的領導者，推動再生能源和電動車電池主流技術，同時也對新興技術進行大量投資。

相繼頒布的「五年規劃」將綠色創新視為國家產業政策的核心關鍵。除了補貼和稅收獎勵之外，中國政府也投

入資源以推展永續策略，包括 2018 年制定再生能源組合標準 (RPS)、在各省頒行的強制性再生能源及非水再

生能源用量目標，以及 2016 年 實施的饋網電價補貼，旨在保證再生能源發電的固定價格，進而實現可預測的

營收。饋網電價補貼於 2021 年開始逐步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多項政策和市場機制。 

中國擁有太陽能光電、風電和電動車電池的供應鏈優勢，分別佔全球製造量能的 80%、60% 和 70%。太陽能

電池、鋰離子電池和電動車的出口額在 2023 年達到 10,600 億人民幣 (約 1,500 億美元)。 

中國的主導態勢並無放緩跡象。過去一年來，中國太陽能板生產成本下降 42%，達到每瓦 15 美分，價格比美

國低超過 60%，也顯著低於歐洲 (每瓦 30 美分) 和印度 (每瓦 22 美分)。如此快速擴張和大幅降低的成本，

引起歐盟和美國生產商的顧慮，擔心中國新工廠湧入市場，可能使他們的工廠無利可圖。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a86b480e-2b03-4e25-bae1-da1395e0b620/EnergyTechnologyPerspectives2023.pdf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a86b480e-2b03-4e25-bae1-da1395e0b620/EnergyTechnologyPerspectives2023.pdf
https://www.spglobal.com/commodityinsights/en/ci/research-analysis/chinas-new-renewable-consumption-targets-an-enabler-to-fulfill.html
https://www.spglobal.com/commodityinsights/en/ci/research-analysis/chinas-new-renewable-consumption-targets-an-enabler-to-fulfill.html
https://chineseclimatepolicy.oxfordenergy.org/book-content/domestic-policies/renewable-power/#:~:text=Starting%20in%202021%2C%20feed%2Din,paid%20for%20by%20provincial%20authorities.
https://www.iea.org/reports/renewable-energy-market-update-june-2023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1/content_6925819.htm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solar-panel-costs-drop-42-year-ago-report-2023-12-14/#:~:text=China's%20panel%20production%20cost%20has,cost%2026%20cents%20per%20w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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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現遠大氣候變遷目標的道路上，北京正處於關鍵位置。歐盟和美國持續透過《綠色新政》和《降低通膨法》

等措施推動供應鏈綠化，但必須承認在潔淨技術供應鏈和氣候策略方面，已無法將中國排除在外。 

憑藉策略性投資、穩健的產業政策、綠色科技發展藍圖以及重大財務承諾，亞洲 (尤其是中國) 已經走在全球綠

色科技領導地位的前沿。現在，亞洲國家紛紛轉向關注綠色科技的未來，包括綠色鋼鐵、生質燃料和綠色氫能

等領域。這些國家效法歷史上的成功經驗，致力秉持宏大的氣候目標，保持全球綠色科技領導者的地位。 

 

01 中國綠色科技的主導地位 

電動車 (EV) 領域的領導地位 

中國是最大的電動車市場，佔 2022 年全球電動車 1,050 萬美元銷售額的 60%，即使預期 2026 年全球電動

車銷售額將飆升至 2,700 萬美元，中國電動車銷量比例估計仍將超過 50%。 

為了限制生產過程和供應鏈產生的碳足跡，中國製造商採取了各種相應措施，例如《電器電子產品有害物質限

制使用管理辦法》(簡稱中國 RoHS)2，或是《危險廢棄物貯存污染控制標準》。 

快速成長的再生能源技術：太陽能光電和風電 

中國於 2020 年底制定發展藍圖，計畫在 2030 年以前使風能和太陽能總裝置容量達到 1,200 吉瓦 (GW)。

2023 年，中國的太陽能光電發電量相當於 2022 年全球的太陽能光電發電量，光是太陽能光電發電就佔全球

再生能源新增裝置容量的 四分之三，而全球 2023 年成長將近 50%，幾乎達到 510 吉瓦。在已公佈的全球 N 

型太陽能電池裝置容量中，中國也佔有 95% 的份額，這類電池在製程中採用磷材料，成為比 P 型太陽能電池

板更有效率的技術。 

風電新增裝置容量達 75.9 吉瓦，超過 2023 年全球風電預計新增裝置容量的 60%。 

新興綠色科技：鈉電池 

鈉電池是一種可充電電池，可取代鋰離子電池作為儲能工具。此技術可望成為更具成本效益和環保的選擇。2022 

年全球鈉離子電池市場規模 為 8.6 億美元，預計在 2032 年以前達到約 48 億美元，複合年成長率達到 19%。

在目前營運中或已公布的鈉離子電池裝置容量中，幾乎有超過 100GWh 都位於中國。《中國鈉離子電池產業發

展白皮書 (2023)》 預測 2023 年底以前，該產業將擁有產能 13.5GWh 的鈉離子電池專用產線，而鈉離子電

池到 2030 年的出貨容量將達到 347GWh。 

中國電動車製造商比亞迪在徐州成立鈉離子電池生產基地。其所出品的鈉電池將於 2023 年第四季安裝在 A00 

級車型「海鷗」上。鈉電池版本預計售價 6 萬人民幣，續航力達 300 公里。能源儲存將是此技術最大規模的

應用領域。 

  

 
2 限制有害物質 

https://about.bnef.com/electric-vehicle-outlook/#download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ev-outlook-2023
https://about.bnef.com/electric-vehicle-outlook/#download
https://www.chinesestandard.net/PDF/English.aspx/GB18597-2023
http://www.scio.gov.cn/ztk/dtzt/42313/44537/44544/Document/1695088/1695088.htm
https://www.iea.org/reports/renewables-2023
https://www.woodmac.com/news/opinion/how-will-chinas-expansion-affect-global-solar-module-supply-chains/
https://www.woodmac.com/news/opinion/how-will-chinas-expansion-affect-global-solar-module-supply-chains/
https://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charts/renewable-electricity-capacity-additions-by-technology-and-segment-2016-2028
https://www.precedenceresearch.com/sodium-ion-batteries-market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ev-outlook-2023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ev-outlook-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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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日本發展綠色科技產業 

日本的氫能策略 

日本政府鑑於氫能對於該國未來產業競爭力、能源安全及 2050 年碳中和目標至關重要，因此在 2023 年 6 月

修訂了氫能策略。日本政府的計畫列出五大類別的核心策略重點：氫氣供應、脫碳發電、燃料電池、氫氣直接

利用以及氫化合物利用 (包括燃料氨和碳回收製品)。 

此策略旨在創造氫能需求，計畫在 2040 年以前將用量從目前每年 200 萬噸增加到 1,200 萬噸3。燃料電池是

日本關注的另一項技術，策略設定的目標是在 2030 年以前擁有 1000 座加氫站，而目前為 180 座。擴大興

建加氫基礎設施，將有利於氫燃料車輛數量增加，進一步推動燃料電池技術的普及。 

在供應方面，日本政府正在探討發展國際合作夥伴關係，以確保供給穩定無虞。該國際計畫推動氫相關技術的

商業化，在亞洲和印太地區建立供應鏈。日本的目標是在 20303 年以前使電解槽裝置容量達到 15 吉瓦，佔全

球市場 10% 份額。國內方面，該策略制定一系列支援措施，推動都會地區大規模產業集群和氫能基礎設施的

發展。隨著需求持續成長且供給趨於穩定，日本政府力求在 2050 年以前將氫氣的供應成本降低 80%，達到 

20 日元/Nm3。 

在氫能策略上，日本跟隨其他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干預趨勢，如歐盟的《綠色新政》、美國的《降低通膨法》等。

該國政府預計在未來 15 年內透過公私部門合作提供支援，推動投資氫供應鏈和基礎設施，規模將達到 15 兆

日圓 (約 1,000 億美元)。 

日本鋼鐵業案例研究 

鋼鐵是日本的主要產業，從業人口達 22 萬人，產值佔 GDP 的 8.5%，由於該產業仍依賴燃煤高爐 (BF)，因

此溫室氣體排放量約佔該國的 14%4。低碳鋼鐵業的變革風氣日漸興起，綠色鋼鐵等創新技術可望於製鋼流程

中以氫氣取代石化燃料，進而在 2050 年前將排放量減少 54%5。 

鋼鐵業發展藍圖列出以下低碳技術：高爐氫直接還原鐵 (H2-DRI) 和碳捕集和封存 (CCS) 技術、連鑄和軋製工

序的導熱性改良及電熱技術、電弧爐的產能擴大和脫雜技術改良。該計畫也主張必須仰賴再生能源、綠色氫能、

碳捕集、利用和封存 (CCUS) 等技術，以實現完全脫碳的目標，如下所述： 

  

 
3 日本資源能源廳基本氫能策略概述 (2023 年 6 月) 

4 所有資料均取自 日本經濟產業省「鋼鐵業『轉型金融』技術發展藍圖」 (2021 年 10 月)。 

5 https://esgclarity.com/green-steel-the-industrys-path-to-net-zero/ 

https://www.meti.go.jp/policy/energy_environment/global_warming/transition/transition_finance_technology_roadmap_iron_and_steel_eng.pdf
https://esgclarity.com/green-steel-the-industrys-path-to-net-zero/


9  Amundi 鋒裕匯理 - 亞洲責任投資觀點                                                            一般大眾均可參考的行銷資料                                                   

 

 

圖一：預設二氧化碳減量路徑 

 

日本鋼鐵業已開始分階段實施一系列專案，在政府支持下開發各項技術。日本經濟產業省設立了 2 兆日圓 (約 

1,250 億美元) 的綠色創新基金。此外，日本國立的研發部門「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 啟動一

項綠色鋼鐵專案，最近將預算增加一倍到 4,500 億日元 (約合 30 億美元)，計畫與國內鋼鐵生產商共同開發核

心技術，目標是在 2040 年前投入實際應用。 

 
全球第四大鋼鐵生產商，同時也是日本最大製鋼廠「日本製鐵」預計投資 1,000 億日圓 (約 7.33 億美

元) 執行綠色鋼鐵專案6。此外，日本製鐵計畫在 2050 年以前開始測試 100% 氫氣直接還原技術，並應

用於配有碳捕集解決方案 (CCS) 的電弧爐和高爐7。為籌措專案經費，日本製鐵於 2021 年發行可轉換

債券，募得 3,000 億日圓 (約 20 億美元) 資金，而此為 15 年來的創舉。 

神戶製鋼所推出日本首款低二氧化碳高爐 (BF) 鋼材「Kobenable Steel」，採用 MIDREX® 製程中的熱

壓鐵 (HBI) 作為高爐原料，可顯著減少製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Kobenable Steel 自問世以來，已獲得

汽車、造船和建築產業等多元產業製造商採用8。未來，神戶製鋼所的目標是進一步減少二氧化碳足跡，

方法是利用再生能源生產的綠色氫氣，投入其 MIDREX H2 製品中9。 

 

雖然日本利用氫氣生產環保且永續的綠色鋼鐵，在鋼鐵製程轉型方面取得巨大進步，但這類技術的大規模商業

化仍面臨挑戰。因此，日本鋼鐵製造商仍需持續大量的投資，以支持綠色鋼鐵的研發進展。 

  

 
6 世界鋼鐵協會 

7 Morgan Stanley《綠色鋼鐵 2.0 報告》 (2023 年 4 月 17 日) 以及 日本製鐵首頁 

8 氣候轉型亞洲 (Transition Asia) 新聞稿，2023 年 11 月 

9 神戶製鋼所網站 

• 改善現有設施，加強節能並提高效率 

• 含鐵焦煤 (Ferro-coke) 等 
• 採用現場氫氣進行還原 (COURSE50) 

• 直接氫還原 (以天然氣和氫氣為基礎) 等

技術 

• 採用外部氫氣還原 (SUPER 

COURSE50) 

• 碳擷取、利用與封存 

• 直接氫還原 

• 擴大電弧爐等 

碳
密
集
度

 

案例分析：日本鋼鐵製造商投資綠色鋼鐵 

https://worldsteel.org/steel-topics/statistics/top-producers/
https://www.nipponsteel.com/en/csr/env/warming/future.html
https://transitionasia.org/low-carbon-steel-development-in-japan/
https://www.midrex.com/tech-article/ultra-low-co2-ironmaking-transitioning-to-the-hydrogen-economy/#:~:text=The MIDREX NG. Process,from the BF/BOF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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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韓國的綠色科技和政策支持 

電池 

據統計，2023 年全球電動車年電池總用量為 705.5GWh，年增率達 38.6%。其中，韓國三大電池公司的全球

市佔率年減 1.6% 至 23.1%，但三家公司所生產電池的使用量均有所增加。LG 新能源排名第三，年增 33.8% 

(95.8GWh)，SK On 成長 14.4% (34.4GWh)，三星 SDI 成長 36.1% (32.6GWh)，分別排名第五和第七。新

車發佈數量擴增，以及配備各家公司電池的車輛銷量旺盛，皆是推動成長的主要因素。 

表一：全球電動化車款 (xEV) 電池使用量和市佔率 

(單位：GWh，%) 

排名 電池供應商 區域 

年度使用量 市佔率 

2022 年 2023 年 成長率 2022 年 2023 年 

1 寧德時代 中國 184.4 259.7 40.8% 36.2% 36.8% 

2 比亞迪 中國 70.5 111.4 57.9% 13.9% 15.8% 

3 LG 新能源 南韓 71.6 95.8 33.8% 14.1% 13.6% 

4 Panasonic 日本 35.6 44.9 26.0% 7.0% 6.4% 

5 SK On 南韓 30.1 34.4 14.4% 5.9% 4.9% 

6 中創新航 中國 18.5 33.4 80.9% 3.6% 4.7% 

7 三星 SDI 南韓 23.9 32.6 36.1% 4.7% 4.6% 

8 國軒 中國 13.9 17.1 23.1% 2.7% 2.4% 

9 億緯鋰能 中國 7.0 16.2 129.8% 1.4% 2.3% 

10 欣旺達 中國 9.1 10.5 15.4% 1.8% 1.5% 

 其他  44.4 49.4 11.3% 8.7% 7.0% 

 總計  509.2 705.5 38.6% 100.0% 100.0% 

 
資料來源：全球電動車和電池月報表，SNE Research (2024 年 1 月)10 

 

韓國是全球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在中國以外的市佔率達 50%。過去 30 年間，韓國累積 6 萬多項專利，已取

得「技術競爭優勢」。此外，該國超過 80% 的製造廠區位於歐洲和北美，進而確保「供應穩定性」。這兩項因

素都提升了韓國的全球競爭力。 

  

 
10 SNE Research 網站 (2024 年 2 月) 

https://www.sneresearch.com/en/insight/release_view/221/page/0?s_cat=|&s_keyword=#ac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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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近期發佈報告預測，韓國的二次性電池 (泛指所有在電量用到一定程度之後可以被再次充電、反覆使用的

化學能電池總稱) 出口量將在 2030 年前達到 33% 的年均成長率。這波成長預計為韓國實質 GDP 帶來正面

影響，使其年均成長率達到 0.3%11。 

2023 年 12 月，韓國政府宣佈加強二次性電池產業競爭力的政策。此政策旨在保障韓國企業在歐美等主要國

家營運的電池供應鏈。政策計畫在截至 2028 年的五年內，對電池供應鏈各領域投入超過 38 兆韓圜的政策融

資，包括礦物、材料、電池和廢電池。此外，預計投資總共 1,172 億韓圜 (約 8,900 萬美元) 的研發專案經費，

用於推動新一代電池技術，以及開發海外資源。為鼓勵投資，韓國推出稅收優惠政策，可抵免投資額 3% 的稅

款。 

此外，韓國政府計畫於 2024 年研擬立法，以促進電池產業的循環經濟。這項立法旨在建立再製造、再利用和

回收廢電池的產業生態系統，為產業的永續實務做出貢獻12。 

氫氣 

2019 年 1 月，韓國政府首次公佈氫經濟活化藍圖，而新政府上台後，於 2022-2023 年間召開「氫經濟委員

會」，對此藍圖進行修訂和補充。這項政策的目標是在 2040 年前將氫氣供應量增加到每年 526 萬噸，價格降

低至每公斤約 2 歐元，並將潔淨氫標準設定為每公斤氫氣溫室氣體排放量低於 4 公斤。 

政策方面，分別於 2021 年頒布《氫能法》、2022 年成立「全球氫能產業協會 (GHIAA)」，並於 2023 年開設

全球首座「氫能發電投標市場」，藉此一系列舉措建立氫氣能源基礎設施。在當前的 2024 年，重點任務是建立

符合國際標準的「潔淨氫能認證體系」並實施「潔淨氫能組合標準 (CHPS)」。 

2023 年 12 月數據證實，上述目標正在逐步實現，其中包括：氫能電動車註冊數量達到 3.4 萬輛、已建造加

氫站 300 座、分散式燃料電池發電量達到約 1 吉瓦，而藍氫生產單價來到每公斤約 4.9 美元13。 

在氫能技術方面，韓國企業起初即專注開發氫能汽車和燃料電池技術，近期也開始活躍於生產、配銷等上游領

域。從 2023 年 3 月開始，韓國政府加強重視氫能發展，將其指定為「國家策略技術」，並規劃設定 10 項策

略領域及 40 項核心專案來強化政策支持，十分值得全球投資人密切關注14。 

  

 
11 《韓國先驅報》新聞稿 (2023 年 5 月) 

12 韓國政府網站新聞稿 (2023 年 12 月) 

13 H2 news 新聞稿 (2024 年 2 月) 

14 韓國政府網站新聞稿 (2023 年 12 月) 

https://www.businesskorea.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207807
https://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30508000603
https://www.korea.kr/briefing/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604822#pressRelease
https://www.h2news.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2005
https://www.korea.kr/briefing/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606088#press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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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印度綠色科技的發展動能 

再生能源 

印度制定了宏大的再生能源目標，目標是在 2030 年前達到 500 吉瓦的裝置容量。該國再生能源產能 (包括風

能和太陽能) 在全球排名第四。截至 2023 年 11 月，印度的非石化燃料產能佔該國總產能的 42%15。印度已

核准建造 50 座太陽能園區，總裝置容量為 37.49 吉瓦，離岸風能目標則是在 2030 年前達到 30 吉瓦，且

已選定了潛在的場址用地16。全國高效率太陽能光電模組計畫耗資 2,400 億印度盧比 (約 28.9 億美元)，目標

是建立每年 65 吉瓦的產能。為了在 2030 年前實現 50% 非石化能源發電的目標，印度採取的支持措施包括

「綠色能源走廊」專案，以及針對太陽能光電模組和電池製造業推出的產能獎勵政策17。 

交通電動化 

印度是世界第三大汽車製造商，目前正執行全國性的重點計畫，力求推動道路運輸電動化18。「加速電動車輛採

用及製造」(FAME) 計畫旨在獎勵購買電動車和建置充電基礎設施，而產能獎勵方案 (PLI) 則支持跨產業的製

造模式。預計到 2030 年，電動車銷量將達到汽車總銷量近 35%，而政策目標為 50%，力求實現 2070 年脫

碳的願景。在貨運車輛方面，印度也實施了企業平均燃料消耗 (CAFE) 標準以及燃油經濟效益標準，對高排放

車輛祭出罰則。 

預計到 2030 年，由於需求聚集效應推動規模經濟，將使各種用途的電動公車市場滲透率超過 70%。預計到 

2026 年，電動巴士的滲透率將從目前的 3% 增加到 20%。中央政府撥款 5,761.3 億印度盧比 (69.4 億美元) 

在 169 座城市部署 10,000 輛電動巴士，可望擴大全國的電動巴士流動性19。此外，印度也制定了國家電動巴

士計畫 (NEBP)，目標是在全國推廣 50,000 輛電動巴士，而預定於 2024 會計年度實施的「加速油電混合與

電動車輛採用及製造計畫第三階段」(FAME-III) 政策，將進一步加速綠色公共運輸的普及20。 

生物乙醇作為交通燃料 

印度 2018 年《國家生物燃料政策》 (National Policy of Biofuels - 2018) 旨在增加生物乙醇在交通燃料中的用

量。政府計畫在 2024-25 年以前使乙醇混合汽油的佔比達到 20%，並於 2029-30 年前達到 30%，提前在 

2025 年實現 2030 年的乙醇汽油 (E20，以乙醇 20% 與汽油 80% 的比例調製而成的混和燃料) 目標。目前

已有 9,300 多家零售門市銷售乙醇汽油，預計到 2025 年將普及至全國各地21。印度在 2023 年 9 月成立了

全球生物燃料聯盟 (Global Biofuels Alliance)，展現該國在生物燃料供應鏈中的全球領導地位。 

  

 
15 印度新能源與再生能源部 (2023 年 12 月) 

16 Invest in India 網站 

17 Invest in India 新聞稿 (2023 年 11 月) 

18 《能源經濟時報》新聞稿 (2024 年 1 月) 

19 印度政府新聞資訊局 (2023 年 8 月) 

20 Business Line 新聞稿 (2023 年 8 月) 

21 印度石油與天然氣部 (2023 年 12 月)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983201
https://www.investindia.gov.in/sector/renewable-energy
https://www.investindia.gov.in/team-india-blogs/indias-solar-power-revolution-leading-way-renewable-energy#:~:text=The%20Production%20Linked%20Incentive%20Scheme,manufacturing%20and%20solidify%20India's%20position
https://energy.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wer/india-surpasses-japan-to-become-third-largest-auto-market-eyes-top-spot-in-ev-sector-by-2047/106746148
https://pib.gov.in/PressReleseDetailm.aspx?PRID=1949429
https://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companies/economies-of-scale-e-bus-penetration-to-grow-to-very-high-levels-in-5-7-years/article67241307.ece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98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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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亞洲日益迫切的實體風險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現象 

亞洲生物多樣性及氣候相關風險加劇，造成影響深遠的後果 

亞太地區的生物多樣性極為豐富。雖然東南亞僅佔全球總土地面積 3%，卻擁有地球近 1/5 的動植物物種、1/3 

的沿海和海洋棲息地、全球 1/3 的珊瑚礁物種、超過一半的熱帶泥炭地，及全球將近一半的紅樹林區22。 

當地擁有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因此面臨著各種可能的環境威脅風險，從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森

林砍伐和破壞性資源開採，導致物種滅絕和生態系統崩潰的風險迫在眉睫。非永續的工業和農業實務，以及快

速開發和城市化的趨勢，在在加劇了這項困境。該區域超過 6.6 億人仰賴生物多樣性維持生計和福祉，且各國

均有大量且密集的人口居住在低窪沿海地區。 

除了人道風險之外，極端氣候事件的強度和頻率不斷增加，同樣造成重大的經濟和金融風險：亞洲目前有數量

可觀的重要基礎設施位於易受氣候災害影響的高風險地區，其中包括超過三分之一的發電廠、有線網路、機場

及道路基礎設施23。在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風險方面，相關經濟成本經過詳實估算，顯示亞太地區有 63% 的 GDP 

(19.5 兆美元) 可能面臨生物多樣性和自然資源喪失的風險，此比例高於全球平均值，原因在於當地產業高度依

賴自然資源，包括糧食和農業。 

因應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歷史難題，各國陸續立法賦予保障 

雖然生物多樣性對亞洲地區至關重要，但公眾的響應程度卻未必足以應對挑戰。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任何亞洲

國家能夠達成所有 20 項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亦即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架構》 的前身。對於「在 

2020 年前保護至少 17% 陸域土地」的承諾 (愛知目標 11)，當地的表現也敬陪末座，陸域保護區涵蓋率僅為 

13.2%24。2020 年聯合國報告指出，之所以未能達成目標，經常是由於各國目標的範圍和企圖心不一致25。 

尋找生物多樣性相關投資機會 

《昆明-蒙特婁協議》不僅涵蓋各國政府，也承諾在 2030 年以前每年動用「所有來源」(包括公、私部門) 至少 

2,000 億美元的資金流，以彌補估計每年 7,000 億美元的生物多樣性資金缺口26。 

這項承諾與「自然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NFD) 架構的最終建議一致，後者旨在協助企業識別和評估自身對

自然環境的相關依賴性及影響。企業必須加深瞭解極端氣候危害，評估對資產的潛在財務和營運影響，並將其

納入決策流程，以確保有效適應和抵禦氣候變遷。 

  

 
22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宏大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新架構：來自東南亞的視角》，2023 年 

23 世界氣象組織：《2020 年亞洲氣候狀況》 

24 目前趨勢顯示大多數亞洲國家都不太可能實現未來的保護區生物多樣性目標，2022 年 

25 生物多樣性公約《全球多樣性展望 5》，2020 年 

26 保爾森基金會《為自然融資：彌補全球生物多樣性融資缺口》 

https://www.asiapacific.ca/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pdf/Enviro-Intel_April_EN.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Prsn_P2_WMO%20RCC-Asia.pdf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2003-022-04061-w
https://www.cbd.int/gbo5
https://www.paulsoninstitute.org/conservation/financing-natur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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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企業而言，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呈現龐大商機。新加坡主權基金會淡馬錫 (Temasek) 報告指出27，目前

已知 59 項有利自然的商機到 2023 年價值可達 430 兆美元，每年可為亞太地區創造 2.32 億個就業機會。

同一份報告也指出，阻礙自然為本及氣候韌性解決方案成長的主要挑戰，在於難以取得資金和缺乏可行的投資

專案。因此在研擬和資助生物多樣性計畫方面，多邊開發銀行、非政府組織和政府等多方利害關係人倡議均扮

演關鍵角色。 

 
為支持氣候韌性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IIB，以下簡稱亞投行) 於 2023 年成功

發行第一支氣候調適債券。這支五年期債券是依據亞投行永續發展債券架構發行，已成功募集 5 億澳元，

收益均用於永續投資，高度注重建立調適能力和長期韌性。氣候調適債券有兩項主要目標： 

1. 調動更多私部門融資強化氣候調適能力 

2. 喚起民眾重視增強建成環境 (built environment) 韌性的必要性。 

 

擬議的氣候調適投資項目涵蓋水源、城市發展、交通和能源領域專案，包括印度的永續供水服務改善專

案，以及中國洪澇災害災後復原重建專案。 

 

生物多樣性喪失是全球性問題，但由於亞洲大陸依賴獨特而脆弱的環境以及相關的生態系服務，因此生物多樣

性喪失對亞洲大陸的影響格外劇烈。生物多樣性問題的嚴重程度已成為國際各大論壇的重點要務，此態勢也對

亞洲的政府、機構和企業構成影響。各界日益需要挹注投資來減緩災難性的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氣候變遷，而這

項任務的成功則取決於國際組織、政府和私部門之間的合作。 

  

 
27 淡馬錫《新自然經濟：亞洲的下一波浪潮》，2021 年 

案例研究：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氣候調適債券 

https://www.ecosperity.sg/content/dam/ecosperity-aem/en/reports/new-nature-economy-asia-low-res-pag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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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指導方針： 

致力實現亞洲淨零排放的公正

轉型 

「東南亞即使持續實現強

勁、包容性的成長而減少

貧困，同時也能夠應對低

碳經濟轉型的艱鉅挑戰，

然而這項複雜任務需要創

新金融領域採取迫切行

動，為關鍵的基礎設施和

能源專案提供資金。」 

Christine Engstrom, 

亞洲開發銀行資深總監 

在歐美地區取得重大進展之際，中國和印度面臨著兼顧經濟快速成長與環境永續

性的雙重挑戰。排放軌跡的差異突顯經濟發展與氣候行動之間的複雜交互作用。

轉型金融和法規架構需在此時發揮作用，促進這項經濟模式的轉變。 

金融部門因應氣候變遷和支持低碳經濟公正轉型的角色漸獲肯定，進而推動了轉

型金融的發展。永續金融對亞洲國家至關重要，因為當地面臨高度環境風險，需

要創造有利的推動因子，有效應對環境挑戰，並維繫宏大的發展目標。 

亞洲國家持續強化永續金融中心定位，研擬綜合架構、永續發展藍圖、分類標準

和碳訂價方案，突顯此地區整合 ESG 原則於金融實務中的承諾。新興經濟體日

益積極運用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 (JETPs)，作為支持燃煤淘汰政策的資金來

源。 

然而，在永續發展法規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亞洲新興經濟體也面臨重新定義經濟

成長路徑的艱鉅任務。諸如《企業永續盡職審查指令》(CSDDD) 等已開發經濟體

的法規，要求強制揭露全球供應鏈內的環境和人權資訊，而這類法規將對亞洲經

濟體產生外溢效應，但後者卻是大多數已開發經濟體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 

 

01 縱有努力，碳排趨勢仍現分化28 

國際能源總署對 2023 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分析突顯已開發經濟體與新興市場 (尤其是中國和印度) 之間排放趨

勢的差異。雖然已開發經濟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降至 50 年前水準，但中國和印度的排放量卻顯著增加。 

在已開發經濟體中，結構性和週期性變化的綜合作用導致了排放量下降。向潔淨能源轉型是一項重要因素，已

開發經濟體到 2023 年的再生能源和核發電量將達到總發電量 50%，其中再生能源佔總比例 34%。但必須注

意的是，這項發展高度仰賴中國領先的太陽能電池板、風力渦輪機及電池的關鍵零件製造能力，以及該國在全

球再生能源領域的關鍵供應商角色。 

  

 
28 數據取自國際能源總署報告《2023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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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在能源密集經濟成長和不利天候條件的影響下，中國和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現激增。由於疫情

後的經濟復甦大量耗用能源，使中國排放量在 2023 年增加 565 噸。雖然中國的潔淨能源增量居於領先，但

龐大的能源需求超過潔淨能源的成長，又適逢史上水力發電量最低的年份，進一步加劇對燃煤的依賴。印度的

情況也類似，強勁的 GDP 成長導致排放量增加 190 噸，而梅雨季水量偏少亦提高電力需求並減少水力發電

產量，進而加劇對燃煤的依賴。 

中國和印度排放量增加不僅反映兩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特徵，也突顯兼顧經濟成長與環境永續性所面臨的挑

戰。已開發與發展中經濟體排放趨勢分化，也突顯地方和國際合作對於解決轉型問題至關重要。 

02 轉型金融架構是否符合亞洲淨零排放目標 

亞洲各國採取不同對策，為淨零排放轉型奠定基礎。新加坡與東南亞國家協會 (ASEAN29) 皆已制定轉型金融相

關指南，而日本則發佈了脫碳和賦能技術的「發展藍圖」。 

東協資本市場論壇，東南亞國家協會 

東協資本市場論壇於 2023 年 3 月發佈一項綜合架構，規定金融機構、企業及投資人為促進轉型而應遵行的原

則、標準和方法。此架構採用全球既定準則，試圖提供一套簡化方法，據以評估公司的轉型可信度，同時提出

具體準則，以期促進資金流向永續投資，善用金融流動協助企業轉型，同時獎勵實體經濟企業制定更具企圖心

的轉型計畫，在利害關係人之間建立信任。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綠色金融業工作小組 (GFIT)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綠色金融業工作小組 (GFIT) 發佈一份文件，概述新加坡推動亞洲淨零排放轉型的角色。該

小組由專門負責的專家和從業人員組成，制定確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和行動，增強新加坡金融部門支持轉型和促

進公私協作的能力，進而推動永續金融成為主流模式。這份出版品強調四項重點工作流程的關鍵發展領域，涉

及分類標準、資訊揭露、綠色金融解決方案和環境風險管理。 

日本各產業特定的氣候發展藍圖 

日本經濟產業省發佈日本製造業和公用事業部門的發展藍圖，包括鋼鐵、化學、電力、天然氣、石油、紙漿和

造紙、水泥和汽車等領域。依據該國政府 2050 年淨零排放承諾，此發展藍圖介紹了上述八項產業的具體行動

要點，可供金融市場參與者作為參考，據此評估發行機構的業務或專案是否及如何有助於促進碳中和轉型。 

日本也發佈了《氣候轉型金融準則》、附帶的產業技術發展藍圖，以及旨在實現碳中和的《綠色轉型 (GX) 計畫》，

展現出推動淨零排放轉型的政治領導力。 

  

 
29 東協國家包括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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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支持轉型金融的發展格局，於 2024 年 2 月推出首支主權氣候轉型債券，其已通過氣候債券標準 

(Climate Bond Standard) 認證，且所得收益將用於資助 GX 計畫。 

110 億美元的氣候轉型債券30 具有多元收益用途 (UoP)，可促進公私合營投資動能，加強既定綠色措施

及關鍵綠色科技研發補貼，進而引導日本政府和產業走上正軌，實現預定在 2050 年前實現淨零排放的

承諾。 

氣候轉型債券將 55.5% 的收益用於研發專案，其中 18% 用於促進煉鋼製程中的氫利用率，以及提升加

熱工序中的脫碳效果。該債券其餘 44.5% 的收益用於支持符合脫碳目標的補貼計畫。最高比例的補貼配

額 (81.6%)31 投入半導體、蓄電池，以及建物節能措施。 

 

03 亞洲分類標準和發展對策 

歐盟分類標準是歐盟永續金融架構的一項重要里程碑，也是實施歐洲《綠色新政》的重要工具。隨著《歐盟分

類標準規則》於 2020 年實施並提出技術篩選標準、不造成重大損害 (DNSH) 及最低社會安全保障等概念，全

球各地眾多司法轄區也著手研擬各自專屬版本來因應此課題。 

制定分類標準和準則的目的，在於採用更透明公開的定義和方法，對符合永續目標的相關經濟活動進行分類，

減低漂綠疑慮，並支持投資和資本流入永續活動。專案和活動的分類一致性，是經常用於評估綠色標章金融商

品和融資工具的標準；而在《歐盟非財務報告指令》的適用範圍內，企業也必須依規定揭露其營業額、資本支

出或營運費用的分類一致性。 

亞洲，有許多司法轄區已經發佈或正在研擬分類標準。中國於 2015 年首次發佈《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並

於 2021 年進行最後一次更新，確立協調一致的「綠色」定義。在中國的綠色分類標準中，《綠色債券支持項目

目錄》與《綠色產業指導目錄》旨在定義六種環境領域的合格綠色項目和活動：i) 節能環保、ii) 潔淨生產、iii) 

潔淨能源，iv) 生態環境、v) 基礎設施綠色創新、vi) 綠色服務。隨著全球永續分類和架構數量激增，對於互通

性的需求也持續增加；有鑑於此，歐盟和中國在 2020 年共同成立工作小組，試圖研擬一套共通分類標準，逐

一判定各種活動的對應關係，以確立兩種分類標準之間的異同。現行共同基礎分類標準 (CGT) 於 2022 年 6 

月更新，涵蓋兩處司法轄區共同認可的 72 項氣候緩解活動。 

  

 
30 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新聞稿，2024 年 2 月 

31 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重點簡報，2024 年 2 月， 

案例分析：日本氣候轉型債券 

https://www.climatebonds.net/resources/press-releases/2024/02/japan-will-issue-11bn-climate-transition-bond-certified-under
https://www.climatebonds.net/files/reports/japan-transition-bond-briefing-note-140220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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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 2023 年 12 月發佈最終版本的新加坡-亞洲分類標準，成為全球首創的多元部門轉型分類標準。《新

加坡-亞洲分類標準》針對八項重點領域制定詳細門檻和標準，據以評估綠色和轉型活動減緩氣候變遷的貢獻程

度。考量到轉型任務對於當地脫碳行動的重要作用，該標準除了「綠色」和「不合格」以外，也採用交通燈號分

類系統 (traffic light system) 來鑑定轉型類別。此系統有助於識別尚未達到「綠色」門檻、但穩定邁向淨零排放

或預期成果的轉型活動和措施；例如在新加坡-亞洲分類標準中，凡符合轉型路徑倡議 2°C 情境的天然氣減排，

均可歸類為轉型活動。 

在與其他分類標準的可比較性方面，新加坡已著手提高該國與其他地區分類標準的互通性，繼而改良了原有的 

共同基礎分類標準制度。 

在東南亞方面，馬來西亞於 2021 年制定氣候變遷和原則基礎分類標準 (Climate Change and Principle-based 

Taxonomy)；印尼和斯里蘭卡於 2022 年推出各自的綠色分類標準，而泰國則在 2023 年 6 月發佈第一階段

永續金融分類標準 (Sustainable Finance Taxonomy Phase I)。最重要的是，東協永續金融分類標準不斷充實發

展，旨在成為該區域的通用準則，同時顧及成員國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條件差異。各界對於分類一致性的重視與

日俱增，印尼就是其中一例，該國正在修改分類標準，力求與東協保持一致，並將及早淘汰燃煤列為轉型活動。 

2023 年，香港金融管理局發佈一份原型提案，制定適用於香港的綠色分類標準，涵蓋能源、交通、水務和建築

等項目。日本並未頒布分類標準，而是採用獨特方法關注轉型金融，並研擬特定技術的發展藍圖，來協助難以

減排的產業進行轉型。印度方面，2023 年的政策報告指出該國缺乏詳細的綠色分類標準，屬於有待彌補的落差，

但目前尚未公布任何有關研擬分類標準的具體計畫。 

 

相較於其他分類法，《東協分類法》和《新加坡-亞洲分類法》的不同在於兩者皆設有燃煤淘汰標準，並視之為轉

型融資的評估指標。在分類法中納入特定標準，據此加速並管理未減排燃煤電廠的淘汰進程，有助於提高相關

專案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國際能源總署指出，全球正面臨迫切時間壓力，已開發國家必須在 2030 年以前淘汰

未減排電廠，而新興市場則必須在 2040 年前達成此目標，才能穩定實現淨零排放願景。 

分類標準發展至今，已成為精細的轉型金融評估機制。雖然「綠色」定義大致趨同，但轉型方法和細節有所差

異，因為邁向淨零排放的起點和路徑軌跡大相逕庭。司法轄區各自擬定符合國家進程和永續目標的分類標準，

導致市場日益分化且缺乏一致性，促使各界呼籲進行協調整合。對於國際投資人或跨境融資活動而言，擴大實

施共同基礎分類標準以及全面比對分析關鍵市場和地區的共通性，將對促進投資和資本流動發揮關鍵作用。 

04 歐洲供應鏈盡職調查的改善如何影響亞洲企業 

隨著全球供應鏈永續規範迅速進展，各界逐漸不再單憑自願方式滿足社會和環境標準，而是改採強制性措施，

要求企業承擔具約束力的人權和環境義務。環境和人權揭露相關法規和架構的快速發展，也將對新興經濟體造

成影響，而後者則是大多數已開發經濟體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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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歐盟執委會公佈一份關於企業永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 (CSDDD) 的臨時協議。該指令頒布一

套規則，旨在建立企業盡職調查的標準架構，據以規範供應鏈各部分的環境和人權影響。 

2024 年 3 月，歐洲理事會表決通過企業永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的精簡版本：這項指令目前可能適用於全球營

業額超過 4.5 億歐元 (約合 4.9 億美元)、員工超過 1,000 人的歐盟公司，以及在歐盟淨營業額超過 4.5 億

歐元 (約 4.9 億美元) 的非歐盟公司。這項規定的實施日期尚未確立，因為修訂版指令仍有待歐洲議會在 2024 

年 4 月底之前表決通過。 

適用範圍內的公司將必須進行盡職調查，旨在識別、預防或減輕其活動對環境和人權的實質和潛在不利影響，

例如童工、奴隸、勞動剝削、污染、森林砍伐、過度用水或破壞生態系統。 

對於直接適用該指令的企業而言，這些公司預計會投入更多資源來提升現有營運單位的技能，因此需要大量資

源投入，進而導致成本增加。此外，企業需要制定減緩氣候變遷的轉型方案，在其業務計畫中納入減碳目標。

不遵守規定可能導致貿易限制或市場准入限制，影響出口機會和營收來源。供應鏈內的公司 (尤其是中小型和

微型企業) 可能失去業務機會，而規模較大的競爭對手則可能獲得所需技術和財務資源，來滿足這類申報要求。 

這也將對亞洲企業產生短期但深遠的影響，在東南亞尤其如此，因為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都是全球棕

櫚油、橡膠及咖啡主要大宗商品的出口國。企業必須強化能力和資源來執行環境和人權盡職調查，且通常需要

額外的流程和程序來減輕和控管不利影響和潛在風險。 

05 「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是否達到全球期望 

萌芽階段的合作機制 

雖然各界已深入瞭解對氣候變遷的影響，但燃煤仍佔當今全球能源使用產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40%32，成為氣

候變遷的最大驅動因素之一。為了在 2050 年世界實現淨零排放，需要調動大量資金來加速脫碳任務。開發中

國家不成比例地承擔淘汰燃煤行動的重責，同時面臨著日漸增加的能源需求。燃煤持續受到廣泛使用，且仍然

是一種佔優勢地位的能源，因為中國、印度和印尼約 60% 的電力都是來自燃煤33。因此，淘汰燃煤不僅是環境

挑戰，對社會也是一大考驗，因為燃煤產業仍為社會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和財政收入。 

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 (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 JETPs) 是一種融資機制，由已開發和開發中國

家的私人資本來源合作應對上述特定挑戰，方法是支持高度依賴燃煤的特定新興經濟體，協助他們判定適當轉

型路徑，順利脫離燃煤的生產和使用，同時因應相關的社會後果。例如，方法包括保障受影響的勞工接受培訓，

並為其創造替代就業機會，以及協助受影響的社區開創新的商機34。 

  

 
32《自然氣候變遷》第 10 卷，〈碳約束氣候下燃煤的未來〉，2020 年 

33 國際能源總署《解決燃煤排放問題至關重要》，2021 年 

34 國際永續發展研究所，https://www.iisd.org/articles/insight/just-energy-transitionpartnerships，2022 年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20-0866-1
https://www.iea.org/commentaries/it-s-critical-to-tackle-coal-emissions
https://www.iisd.org/articles/insight/just-energy-transition-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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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2021 年 11 月在 COP26 上宣佈成為第一個啟動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並獲得 85 億美元融資

承諾的國家。隔年，南非發佈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執行計畫，並依此需求制定了五年期 (2023-2027) 

投資藍圖。該計畫涵蓋大規模分散式再生能源發電、電池儲存、輸電網擴建、配電系統升級和燃煤電廠除

役等領域，並支援勞工、社區和當地企業尋找替代性的生計。目前確定有 24 項短期和中期專案處於開

發階段，其中包括能源部門的法規改革、能源行動計畫、氣候變遷法案，以及發佈南非綠色金融分類標

準。再生能源投資規模顯著迅速擴大，但受迫於能源危機，可能必須優先考慮能源安全，並重新評估燃煤

電廠除役時程。雖然如此，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的工作將側重於專案的重新利用、重新供電和社區發

展。 

印尼是繼越南之後，第二個在 2022 年底啟動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的國家。印尼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

係是迄今全球最大的能源轉型融資方案，承諾提供 200 億美元資金，並於 2023 年推出全面投資和政策

計畫。該計畫詳細列出重點任務，包括加速燃煤電廠的除役、廣泛部署能源效率和電氣化工具、技術和改

革，以及確立計畫和投資組合，包括評估再生能源的潛力。此外，計畫也訂出短期 (< 2 年) 和長期 (> 5 

年) 時間表，包括改革領域和實施準則，以及專為印尼制定的公正轉型架構，基本要素包括人權、性別平

等和賦權，以及當責制度。 

另一方面，越南同意了 155 億美元的綜合方案，並於 2023 年發佈名為「資源調動計畫」(RMP) 的投

資架構。資源調動計畫制定了國家減排目標，包括在 2030 年前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減少 43.5%，以及六

項優先投資領域：輸電網計畫、蓄電池、抽水蓄能水力發電廠、離岸風電開發、能源效率、太陽能和燃煤

電廠轉型。 

 

未來的挑戰 

許多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的參與者都同樣面臨能源的「三難困境」：能源公平、能源安全和環境永續性。均衡

兼顧這三方面的需求，是確保能源轉型成功和充分包容的關鍵。在此困境下，可能需要重新考慮燃煤淘汰的時

程。 

其他已知的障礙包括可信度和透明度問題，以及相關專案的窒礙難行：因為這類專案往往需要優惠融資和補助

款才符合經濟效益，以及金融機構既有的燃煤政策可能限制或排除此類投資。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印尼和亞洲

開發銀行 (ADB) 展開合作，依據亞洲開發銀行的能源轉型機制 (ETM) 計畫商定了第一項試點專案，比原計畫

提前七年關閉 Cirebon-1 燃煤電廠。新加坡金融管理局35與麥肯錫公司合作發表一份工作文件，規定在及早燃

煤淘汰專案中利用「轉型信用」的辦法，以彰顯減排效益並獎勵專案加速發展。其他國家正在討論加入公正能

源轉型夥伴關係，預計將會納入更多專案。 

  

 
35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案例分析：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在南亞、印尼和越南的實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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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發展 

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有助於彌補專業知識、技術、融資和支援方面的落差，以利新興經濟體移除既有阻礙，

進而於能源轉型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新發佈的計畫雖然顯示了實務領域邁向脫碳和公正轉型的具體進展，但公

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的真正貢獻程度則取決於實際的執行狀況。 

目前，阻礙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擴大規模的不利因素已清楚可辨，而金融市場和慈善事業參與者 (例如環境

保護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會) 正在討論下一步措施，盼能擴大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規模並改善其運作成效。

相關建議包括在受益國實施全國性的平台機制，用於規劃財務前景可期的專案，並直接與國際金融業者協調，

為新候選國的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申請提供更完善的流程36。 

  

 
36 環境保護基金會與洛克菲勒基金會《擴大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模式》，2024 年 

https://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4/02/Scaling-the-JETP-Model-Prospects-and-Pathways-for-Ac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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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計畫 (ETS) 和  

自願碳交易市場 (VCM) 

發展 - 中國及全亞洲的市場交

易發展 

「移轉全球每年補貼石化

燃料生產的數兆美元    

流向，並制定碳排放的  

隱性價格制度，將可產生

應對氣候危機所需      

的大量現金。」 

Kristalina Georgieva，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市場機制和碳訂價是分配資源及引導轉型活動的重要手段，有助於應對氣候變遷

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亞洲碳排放交易計畫 (ETS) 和自願碳交易市場 (VCM) 的

發展是朝此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在碳排放交易計畫方面，中國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規模達 40 億噸二氧

化碳排放量，位居全球第一，超過該國碳排放量的 40%。除中國外，亞太國家也

積極回應歐洲碳邊界調整機制37，力求加速實施或強化自身的碳訂價機制。亞洲

國家在碳訂價方面都取得重大進展，反映出加強碳訂價和區域環境政策的集體行

動趨勢。然而，由於缺乏共同架構，各國進展速度參差不齊，步調不一。 

 

在自願碳交易市場方面，雖然超過 40% 的碳信用額度是由亞洲專案發行38，但自從開始追蹤自願碳信用專案以

來，交易活動主要發生在歐洲和美國。亞洲國家正在建立多個交易平台以促進碳信用交易，尤其是在新加坡、

泰國、香港和馬來西亞。 

01 中國的碳訂價計畫 

中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計畫 (下稱「中國 ETS」) 於 2021 年 7 月正式上線，是建立市場基礎碳訂價機制的重

大舉措。除了涵蓋電力業 2,257 家企業 共計 50 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外，中國 ETS 也預計擴大範圍，納

入水泥、鋼鐵、石化等其他排放密集型產業。 

2023 年，中國 ETS 完成第二次履約週期，最高交易價格超過每噸 80 元 (約合 11 美元/噸)，此碳價預計到 

2025 年將超過 105 元人民幣/噸 (約合 14.5 美元/噸)，遠低於歐盟碳排放交易計畫 2023 年平均碳價 80 歐

元/噸 (約合 87.5 美元/噸)。歐盟碳邊界調整機制的實施預計將推動中國採取更強勢的碳訂價，導致中國與歐盟

碳價格的趨同效應。 

  

 
37 碳邊界調整機制 

38 自願註冊抵換額 (取自 Berkeley 第九版資料庫)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ets/china-national-ets#:~:text=China's%20national%20ETS%20is%20the,of%20the%20country's%20carbon%20emissions.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ets/china-national-ets#:~:text=China's%20national%20ETS%20is%20the,of%20the%20country's%20carbon%20emissions.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127136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7/14/c_1310060945.htm
http://paper.people.com.cn/zgnyb/html/2024-01/15/content_26038445.htm
https://ceep.bit.edu.cn/zxcg/ndycbg/8faf214eba0e481aa7af71880c22c7a3.htm
https://ceep.bit.edu.cn/zxcg/ndycbg/8faf214eba0e481aa7af71880c22c7a3.htm
https://gspp.berkeley.edu/research-and-impact/centers/cepp/projects/berkeley-carbon-trading-project/offsets-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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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4 年 1 月起，中國核證減排量 (CCER) 制度重新啟動，允許企業透過購買造林、風電等領域特定減排

專案的信用額度，可抵換最多 5% 的排放量。 

中國 ETS 是否會效仿其他主要市場，在其中納入金融屬性並開放金融機構參與，是值得投資人關注的動態。

這種整合對於創造新的碳資產投資機會至關重要，而這些機會不僅限於中國核證減排量下的減排專案。 

中國正在不斷探討替代性的碳訂價方式：碳稅。目前，中國課徵碳稅的形式包括石化燃料資源稅、成品油消費

稅或環保稅等。2022 年的資源稅收達到 3,389 億元人民幣 (約 470 億美元)，成為中國新能源開發專案的重

要資金來源。鑑於歐盟碳邊界調整機制將影響中國對歐盟出口額約 748 億美元，佔中國對歐盟出口總額的 

11%39，因此對中國而言，建立整合性的碳稅制度已成為更迫切的任務。 

 

02 亞洲強化碳訂價制度以因應歐盟碳邊界調整機制 

歐盟即將推出碳邊界調整機制 (CBAM)，預計 2026 年對高碳進口產品徵收碳成本，而亞太國家正加速實施或

加強碳訂價機制。這種積極主動的做法有助於降低向歐洲出口貨物相關的潛在成本。 

 

03 亞洲碳市場區域概況 

‐ 香港自願碳交易市場：2022 年，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簡稱港交所) 成立國際碳市場交易平台 -

Core Climate，旨在支持高品質的自願碳信用額交易，目前僅此一家碳市場為國際自願碳信用交易提供港

幣和人民幣結算服務40。 

‐ 台灣探討碳費制度：台灣環境部宣佈，2025 年將依據 2024 年排放總量核查數據，對 512 家每年排放超

過 25,000 公噸二氧化碳的企業徵收碳費41。 

‐ 新加坡的稅收基礎方法：新加坡已擬定碳稅制度，涵蓋約 50 座設施排放的溫室氣體，佔該國總量 80%。

自願交易市場也在興起，日益眾多的企業購買碳抵換額度，以期實現淨零排放目標。 

  

 
39 摩根大通報告：《碳邊界調整機制對供應鏈的影響》 

40 香港交易所新聞稿，2023 年 9 月 

41 中央社 Focus Taiwan 新聞稿，2023 年 10 月 

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301/t20230130_3864368.htm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23/230913news?sc_lang=en
https://focustaiwan.tw/business/2023101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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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Impact X (下稱「CIX」) 是星展銀行、新加坡交易所、渣打銀行和淡馬錫的合資企業，於 2021 

年成立後發揮重要作用，推動新加坡成為全球碳交易和融資重鎮。CIX 是領先的全球高品質碳信用市場

及交易所，旨在擴大自願碳交易市場並幫助縮減排放落差。 

透過 CIX Marketplace、CIX Auctions、CIX Exchange、CIX Intelligence 和 CIX Clear 等全方位服務組

合，CIX 致力於促進碳信用交易、價格發現和流動性。 

CIX 成立至今已取得重大進展，特別是透過專營標準化現貨合約及特定專案的交易所，至今已交易並清

算超過 100 萬噸碳信用額度。截至 2024 年 2 月，CIX 在其所有平台上促成了超過 200 萬噸碳信用

交易42。 

 

‐ 南韓全方位的碳排放交易計畫：韓國的全國性碳排放交易計畫自 2015 年起開始運作，涵蓋該國各產業 

684 個最大排放實體，佔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70%。該國也支持與其碳排放交易體系相關的國內抵換計

畫。 

‐ 日本自願性碳排放交易計畫即將全面上線：日本全國性的碳排放交易計畫平台「GX 聯盟」目前採用自願

模式，計畫於 2026/27 會計年度全面營運43。此外，預計 2028 會計年度將對石化燃料進口商徵收碳稅，

並與東京證交所 2023 年 10 月推出的 J-credit 抵換計畫配套實施44。 

‐ 印度準備成立碳排放交易計畫市場：印度目前並未積極參與碳市場，但該國計畫在未來兩年內推出鋼鐵、

鋁和水泥等產業適用的碳排放交易計畫，目標是在 2030 年前涵蓋其排放量的 15%。然而在 2024 年

起，印度推出了碳信用交易計畫，允許非義務實體自願參與可交易的碳信用市場45。 

‐ 東協國家各處於不同階段：印尼正在推行三階段的「總量控制、交易和稅收」碳訂價體系，最初第一階段

的實施對象為燃煤電廠46。泰國的碳排放交易計畫處於自願階段，目標是減少能源部門的排放。同時有報導

指出，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正與世界銀行合作制定合規碳訂價計畫。 

 

從亞洲地區積極轉型的趨勢可以看出，隨著全球市場壓力和歐洲碳邊界調整機制即將上路，人們日漸意識到健

全碳訂價機制的必要性。雖然各國策略有所不同，但集體提高碳訂價的行動是區域環境政策的重大進步，也是

減緩全球氣候變遷的關鍵里程碑。 

  

 
42 Fintech Global 新聞稿，2024 年 2 月 

43 路透社新聞稿，2023 年 3 月 

44 路透社新聞稿，2023 年 10 月 

45 Carboncredits.com 網站，2024 年 2 月 

46 標準普爾全球部落格，2023 年 10 月 

案例分析：Climate impact X 

https://fintech.global/2024/02/23/climate-impact-x-secures-notable-s30m-funding-led-by-mizuho-for-carbon-credit-exchange-expansion/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arbon/japans-carbon-pricing-scheme-being-launched-april-2023-03-30/
https://www.reuters.com/sustainability/japans-carbon-pricing-scheme-kicks-off-tokyo-stock-exchange-2023-10-11/
https://carboncredits.com/india-revises-its-carbon-credit-trading-scheme-for-voluntary-players/#:~:text=India%20made%20a%20bold%20move,address%20their%20planet%2Dwarming%20emissions
https://www.spglobal.com/commodityinsights/en/ci/research-analysis/indonesias-capandtradeandtax-carbon-pricing-scheme-only-a-lig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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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各地市場責任投資趨勢概觀 
表二：各地市場責任投資基金資產管理規模 - 本地跨境基金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責任投資 

(10 億美元) 

佔總資產

管理規模

百分比 

責任投資 

(10 億美元) 

佔總資產

管理規模

百分比 

責任投資 

(10 億美元) 

佔總資產

管理規模

百分比 

責任投資 

(10 億美元) 

佔總資產

管理規模

百分比 

中華人民  

共和國 
26.4 1.5% 73.9 3.1% 61.8 3.0% 50.3 2.3% 

香港 4.2 1.3% 59.0 16.6% 64.6 22.7% 74.6 25.1% 

印度 1.4 0.5% 4.8 1.0% 3.8 0.8% 3.3 0.6% 

日本 23.4 2.3% 68.2 6.2% 58.3 6.3% 62.3 5.6% 

馬來西亞 0.3 0.6% 3.8 5.8% 4.8 9.2% 5.5 10.4% 

新加坡 2.7 1.3% 42.9 17.0% 64.0 28.8% 78.1 32.8% 

南韓 2.4 1.8% 18.4 12.3% 15.8 12.7% 17.8 11.1% 

台灣 5.9 2.4% 68.2 24.3% 72.9 30.9% 88.4 28.9% 

泰國 2.0 1.9% 11.7 10.7% 12.0 13.5% 15.6 15.2% 

 

 
資料來源：Broadridge 截至 2023 年 12 月資料，責任投資範圍包含本地及跨境基金所募集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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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中華人民共和國47 

中華人民共和國 

(10 億美元; %)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       
26,427.8 73,869.7 61,835.5 50,345.8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佔比        
1.5% 3.1% 3.0% 2.3% 

 

淨零排放目標：2060 年 

ESG 政策發展 

‐ 綠色信貸準則 (2012) 

‐ 關於建立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方針 (2016) 

‐ 「30·60」碳目標 (2021) 

‐ 歐盟 - 中國共通分類標準 (2021) 

‐ 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金融評價方案 (2021) 

‐ 金融機構環境資訊揭露準則 (2021) 

 

自 2023 年起... 

2023 年，中國人民銀行發佈《中國轉型金融發展研究》，就轉型金融標準、資訊揭露、政策獎勵、產品開發、

公正轉型等方面提供分析與政策建議。目前已完成煤電、鋼鐵、建築材料、農業等四種產業的轉型標準的初步

草案。 

此外，中國在該年底發佈《2024 年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這份政府文件載明產業結構調整的指導方針，是

引導社會投資、管理政府投資項目、制定金融、稅收、信貸、土地、進出口等政策的重要參考。自 2005 年發

佈以來，《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向來是中國引導投資與指導政府計畫的關鍵工具。 

2024 年 1 月，中國核證減排量 (CCER) 制度重新啟動，允許企業透過購買造林、風電等領域特定減排專案的

信用額度，可抵換最多 5% 的排放量。 

2024 年 2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交易所發佈首份 《永續發展報告準則》以徵求意見，其中載明永續發展報

告架構，並清楚規定環境、社會和治理支柱下的資訊揭露主題。依據這份準則，主要指數 (上證 180、科創板 

50、深證 100、GEI) 成分公司，以及在境內外資本市場同時上市的企業，都必須在 2025 會計年度強制執行

永續發展報告。中國三大交易所本月發佈的指導方針草案規定，在 2026 年以前，包括主要股指公司在內的 400 

多家公司都必須公布永續發展報告。同時，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SASAC) 已要求所有央企控股的

上市公司發佈 ESG 報告。 

  

 
47 資料來源：Broadridge 截至 2023 年 12 月資料，責任投資範圍包含本地及跨境基金所募集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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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香港48 

香港 

(10 億美元; %)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  
4,221.0 59,013.2 64,613.5 74,572.7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佔比 
1.3% 16.6% 22.7% 25.1% 

 

淨零排放目標：2050 年 

ESG 政策發展 

‐ 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 (2010) 

‐ 證監會發佈氣候相關風險要求 (2021) 

‐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 (2021) 

‐ 香港交易所 (HKEx) 成立「Core Climate」平台 (2022) 

 

自 2023 年起... 

2023 年，香港金融管理局發佈了制定香港綠色分類標準的提案，其中包括四項優先領域：能源、交通、建築、

廢棄物和水務部門。此外，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須在 ESG 報告中揭露氣候相關資訊。 

2023 年 2 月，香港也宣佈政府綠色債券計畫 (GGBP) 成功發行 8 億港元 (約 1.02 億美元) 的代幣化綠色

債券。這是全球首創由政府發行的代幣化綠色債券49。 

  

 
48 資料來源：Broadridge 截至 2023 年 12 月資料，責任投資範圍包含本地及跨境基金所募集的資產 

49 香港政府新聞稿，2023 年 2 月 

https://www.hkma.gov.hk/eng/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3/02/20230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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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台灣50 

台灣 

(10 億美元; %)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  
5,926.6 68,200.3 72,878.7 88,419.9 

責任投資資產          

管理規模佔比 
2.4% 24.3% 30.9% 28.9% 

 

淨零排放目標：2050 年 

ESG 政策發展 

‐ 企業社會責任指數 (2010) 

‐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2015) 

‐ 永續債券市場 (2020) 

‐ 社會債券市場 (2021) 

‐ 永續發展相關債券市場 (2022) 

 

自 2023 年起... 

2023 年，《溫室氣體管理法》經修訂為《氣候變遷因應法》。這項修訂立法旨在制定策略以遏制溫室氣體排放，

優先考慮代際和環境正義，落實永續發展的公正轉型，以期善盡全球環境責任。 

此外亦已發佈《台灣永續分類標準》，鼓勵金融機構支持企業轉型至永續、低碳經濟模式。 

從 2023 年開始，國內銀行必須謹守「遵循或解釋」原則，並依照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工作小組的建議揭露

氣候風險。 

  

 
50 資料來源：Broadridge 截至 2023 年 12 月資料，責任投資範圍包含本地及跨境基金所募集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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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新加坡51 

新加坡 

(10 億美元; %)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 
2,732.6 42,873.4 63,998.1 78,064.4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佔比  
1.3% 17.0% 28.8% 32.8% 

 

淨零排放目標：2050 年 

ESG 政策發展 

‐ 綠色金融產業工作小組 (2017) 

‐ 綠色金融行動計畫 (2019) 

‐ 新加坡綠色計畫 2030 (2021) 

‐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零售責任投資基金揭露與報告準則 (2022) 

 

自 2023 年起... 

2023 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推出《新加坡-亞洲永續金融分類標準》，針對八項重點領域制定詳細門檻

和標準，據以評估綠色和轉型活動減緩氣候變遷的貢獻程度。 

  

 
51 資料來源：Broadridge 截至 2023 年 12 月資料，責任投資範圍包含本地及跨境基金所募集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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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泰國52 

泰國 

(10 億美元; %)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  
2,022.3 11,705.0 12,047.1 15,584.1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佔比 
1.9% 10.7% 13.5% 15.2% 

 

淨零排放目標：2065 年 

ESG 政策發展 

‐ 泰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 投資人分佈圖 (2022) 

‐ 責任投資基金 ESG 揭露要求 (2022) 

 

自 2023 年起... 

2023 年，泰國與氣候債券倡議組織合作發佈綠色分類標準，並推出 ESG 基金的減稅方案，以利達成該國的

永續目標。 

  

 
52 資料來源：Broadridge 截至 2023 年 12 月資料，責任投資範圍包含本地及跨境基金所募集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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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馬來西亞53 

馬來西亞 

(10 億美元; %)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  
330.1 3,781.1 4,830.0 5,489.9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佔比  
0.6% 5.8% 9.2% 10.4% 

 

淨零排放目標：2050 年 

ESG 政策發展 

‐ 永續責任投資發展藍圖 (2019) 

‐ 資本市場整體規劃 3 (2021) 

‐ 永續責任投資分類標準 (2021) 

 

自 2023 年起... 

2023 年，馬來西亞推出《國家能源轉型發展藍圖》，並發表《國家工業環境、社會與治理 (i-ESG) 架構》，以

促進製造業公司的永續發展 (2023)。 

  

 
53 資料來源：Broadridge 截至 2023 年 12 月資料，責任投資範圍包含本地及跨境基金所募集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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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日本54 

日本 

(10 億美元; %)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  
23,381.5 68,184.1 58,276.2 62,335.5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佔比  
2.3% 6.2% 6.3% 5.6% 

 

淨零排放目標：2050 年 

ESG 政策發展 

‐ 主要市場上市公司的氣候資訊揭露要求 (2021) 

‐ 日本金融廳 (JFSA) 監管準則提案 (2022) 

 

自 2023 年起... 

2024 年 2 月，日本為支持轉型金融的發展格局，推出了首支主權氣候轉型債券 (110 億美元)，其已通過氣候

債券標準 (Climate Bond Standard) 認證，且所得收益將用於資助 GX 計畫。 

  

 
54 資料來源：Broadridge 截至 2023 年 12 月資料，責任投資範圍包含本地及跨境基金所募集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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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印度55 

印度 

(10 億美元; %)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  
1,419.3 4,808.0 3,782.3 3,348.1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佔比  
0.5% 1.0% 0.8% 0.6% 

 

淨零排放目標：2070 年 

ESG 政策發展 

‐ 全國企業社會、環境及經濟責任的自願性準則 (2011)  

‐ 企業責任報告 (2012，2015 增補) 

‐ 公司法 (2014) 

‐ 盡職治理守則 (2018 至 2020) 

‐ 印度證券暨交易管理委員會 (SEBI) ESG 基金揭露規範 (2022) 

 

自 2023 年起... 

2023 年，印度證券暨交易管理委員會 (SEBI) 修訂了《企業責任和永續發展報告》 (BRSR) 中有關〈上市義

務和揭露要求〉(LODR) 的規定，後者是一項自 2021 年開始實施的架構。雖然前 1000 大上市公司大多需要

透過《企業責任和永續發展報告》進行揭露，但只有排名前 150 的上市公司必須從 2024 財年起發布修訂後

的版本。 

此外，印度證券暨交易管理委員會修訂 《信用評等機構法》，成為全球首個監管 ESG 評等機構的主管機關。 

同樣在 2023 年，印度儲備銀行推出銀行和非銀行金融公司 (NBFCs) 接受「綠色存款」的準則，目的是確保

資金用於能源效率、潔淨交通、適應氣候變遷、永續水源和廢棄物管理、綠色建築以及陸域和水域生物多樣性

保護。 

2024 年，印度推出了碳信用交易計畫，允許非義務實體自願參與可交易的碳信用市場。 

  

 
55 資料來源：Broadridge 截至 2023 年 12 月資料，責任投資範圍包含本地及跨境基金所募集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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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南韓56 

南韓 

(10 億美元; %)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  
2,433.9 18,414.8 15,846.4 17,812.5 

責任投資  

資產管理規模佔比  
1.8% 12.3% 12.7% 11.1% 

 

淨零排放目標：2050 年 

ESG 政策發展 

‐ 強制揭露規定 (2019) 

‐ 「綠色新政」(2020) 

‐ 韓國會計準理事會 (KASB) (2022) 

‐ 資本市場法 (2022) 

 

自 2023 年起... 

2022 年底，環境部修訂《韓國綠色分類標準》(K-Taxonomy) 準則，此規範屬於自願性質，並確立了「轉型產

業」的定義。2023 年，韓國政府開始研究社會分類標準，並討論制定相關的社會債券和永續發展債券準則。 

2023 年，韓國金融監督院發佈《ESG 基金揭露標準》並於 2024 年 2 月起正式實施，此外亦修訂《代理投

票準則》，載明 ESG 案件判斷標準，反映國內外具表決權顧問機構的適用準則。 

同時，韓國全面性的 ESG 揭露法規已延後至 2026 年後實施，但是在治理和環境要求方面，該國正在實施強

制性的揭露制度。 

 

 
56 資料來源：Broadridge 截至 2023 年 12 月資料，責任投資範圍包含本地及跨境基金所募集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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