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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亞洲，走在最前

2023 市場展望 — 制定可持續發展路線

亞洲在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期間取得數項成果，儘管

未能就進一步減排或終止使用化石燃料達成共識令許多與會

代表感到失望。在氣候大會上，各國同意設立基金，補償「特

別脆弱」國家因氣候變化遭受的損失及損害。這對菲律賓及

泰國等東南亞部分地區可能是好消息，這些國家在2022年遭

受惡劣天氣打擊，導致農業產量大幅下降，影響當地居民生

計。此外，以美國及日本為首的國家聯盟宣佈將提供20億美元

援助，協助印尼關閉燃煤發電廠，並將排放峰值日期提前7年

至2030年。

綠色基建興起

---------------
據估計在這十年及以後，全球每年需要4至6萬億美元才能轉

型至低碳經濟。由於亞洲佔全球十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中的五

個，亞洲將發揮關鍵作用。單是亞洲，每年便可能需要1萬億

美元，協助高碳排放行業實現淨零轉型，例如發電、交通、房

地產、農業及製造業等。這對投資者帶來多方面的影響。

亞洲可持續債券市場在提供資金協助主權國家及企業轉型

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我們期待更多房地產公司發行綠色、社

會及可持續發展債券，以建造及翻新節能建築。發電公司亦

可能籌集資金以投資可再生能源。與此同時，政府及準政府

將尋求債務融資，以建設低碳╱零碳交通基建。多邊開發銀

行（MDB）及超國家開發機構可透過提供擔保及資助，支持

國內債券市場的債券發行。同時，轉型資本開支（綠色資本開

支）的增加的商品密集度極高，利好新興市場。

2023 市場展望

制定可持續發展路線

亞洲在全球轉型至淨零排放發揮重要作用，因為該區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近半。為應對氣候挑戰而增加

的綠色資本開支將使亞洲區發行大量債券。電動汽車及可再生能源生態系統領域的亞洲創新公司在實現

淨零排放方面亦為投資者帶來吸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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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淨零排放 
---------------
亞洲正引領電動汽車電池及可再生能源生態

系統的創新發展。中國在太陽能製造方面處

於世界領先地位，並主導全球電動汽車供應

鏈。印尼計劃在北加里曼丹建設全球最大綠

色工業園區（完全由水電及太陽能發電），

該園區將引入生產太陽能電池板、環保鋁及

鋰電池的高科技綠色產業。馬來西亞蓬勃發

展的自動測試設備（ATE）及外包組裝及測試

（OSAT）行業亦有公司正設計創新系統及設

備，以檢測生產線的異常情況。除節省人力

及能源外，及早發現缺陷亦可顯著減少最終

棄置於垃圾堆填區的電子垃圾。這均為投資

者帶來令人興奮的機會。

氣候挑戰亦影響非零碳╱低碳行業的公司。2022年能源價格

上漲，促使部分企業檢視未來能源需求，並制定計劃管理有關

風險。儘管亞洲在ESG政策、投資及報告方面可能落後於已發

展市場，但更多亞洲企業正致力改善可持續

發展路線藍圖及政策。自2016年以來，亞洲

的ESG政策數量增加一倍1。

亞洲方面，投資者在考慮環境、社會及管治

因素時亦採用較為平衡的方針，從排除轉為

更大程度參與管治。具體而言，日本企業出

現更多參與管治的空間，尤其是環境及管治

方面，以推動長期價值。根據MSCI ESG研究

的數據，僅10%日本公司獲評為ESG領導者

（ESG評級為AAA級、AA級），遠遠落後於

歐洲公司。

 

亞洲在碳交易的重要地位

---------------
隨著越來越多公司作出碳中和或淨零承諾，

碳信貸的需求亦有所增加。根據麥堅時的一項研究，全球碳

抵銷需求到2030年將增長15倍，到2050年將增長100倍。推

動提高碳信貸項目的透明度、標準化及詳細驗證的全球倡議

將有助發展更完善的碳市場。在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參與管治較排除政策更受青睞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Direct、巴克萊研究，截至2022年9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Direct、巴克萊研究，截至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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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責任投資原則》，數據由高盛環球投資研究編製。累計資本市場ESG法規及修訂，2000年1月至2021年8月。

自2016年以來， 
亞洲的ESG政策 
數量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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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Global Carbon Trust同意為碳信貸創建標準合約，加入第

三方監控及項目表現驗證，以及為未能實現目標的項目提供仲

裁機制。

亞洲可擔當碳交易中心，從而發揮重要作用。近年，隨著2021

年在新加坡設立Climate Impact X，作為全球碳交易中心及銷

售平台，亞洲致力發展碳抵銷生態系統。香港亦在2022年10月

推出碳交易平台，而馬來西亞亦展示出類似抱負。監管環境亦

日益有利於發展碳抵銷市場，新加坡允許公司透過碳抵銷扣

減5%碳稅。

與此同時，亞洲擁有優質自然生態系統，意味著超過50%自然

碳抵銷供應位於亞洲，有可能促使亞洲成為自然碳抵銷（利用

植物、樹木、土壤或海洋從大氣中移除碳）的重要供應地。從

2020年到2021年，碳抵銷的平均價格上漲50%以上，優質自然

碳抵銷的信貸價格享有超過200%溢價（8美元╱噸二氧化碳

當量2）；。因此，抵銷價格上升有利能夠提供優質碳抵銷的亞

洲公司，雖然開發自然解決方案（包括保育、造林、重新造林、

森林管理、草地）需要專門資源及專業知識。只有優質的碳抵

銷方案才有助抵銷無法減少的剩餘排放，並推動有關公司更

有效地履行淨零排放承諾。長遠而言，這有望協助提高ESG評

級，儘管現時仍屬初期階段。

資料來源：2Carboncredits.com live carbon 實時碳價：https://carboncredits.com/carbon-prices-today/

投資影響

資料來源︰瀚亞投資。2022年11月。

主題

實現淨零排放

把握綠色基建的
興起

邁向更大程度的
參與管治

理據

亞洲在電動汽車及可再生能源生態系統方面擁有大量創新公
司。越來越多公司正改善其可持續發展路線藍圖。

大量資本支出用於所需的綠色基建，以應對氣候挑戰。這將
帶來更多債券發行及對商品更大需求。

由於亞洲及新興市場獲評為ESG領導者的公司比例仍然很
低，更多參與管治可推動變革，提升價值。

亞洲可持續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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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瀚亞投資。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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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瀚亞2023年市場展望的其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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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面對另一個新常態 迎接不一樣的亞洲 尋求波動市況中的抗禦力追蹤中國經濟重啟的動態

https://www.eastspring.com/hk/zh-cht/insights/outlook/mapping-another-new-normal
https://www.eastspring.com/hk/zh-cht/insights/outlook/tracking-chinas-re-opening
https://www.eastspring.com/hk/zh-cht/insights/outlook/embracing-a-different-asia
https://www.eastspring.com/hk/zh-cht/insights/outlook/pursuing-resilience-amid-vola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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