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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針對因應氣候變遷資

源投入，80%資金須由私部門引進。如何吸引私部門資金進行綠色投

資，如對綠色專案進行直接投資或為私部門綠色投資提供激勵為未來發

展重點，私部門資金很可能成為綠色投資之主要來源。 

國際能源機構(IEA)、世界銀行(World Bank)、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 (OECD)，以及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等研究報告提

供估算表明，在未來 15年內，全球主要綠色領域（如建築、能源、基

礎設施、水以及污染治理等）之投資需求將達 90兆美元 ，為當前全球

公共基礎設施資本存量的 2倍以上。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

估計，為實現 「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未來 15 年內每年需要投入 5~7兆美元。 

對於私部門來說，要投入一個節能減碳投資案，考量因素不只包

含利潤，對於投資過程中所面臨之財務障礙，亦可能成為阻礙私部門投

入綠色專案理由。促進私部門投資之要素包括削減國外投資者進入門

檻、建立公平競爭環境以及確保長期融資。本報告彙整 OECD(2015)，

Policy Perspectives: Green Investment Banks 與 G20 綠色金融研究小組

(2016)之綠色金融綜合報告，針對銀行體系、債券市場以及機構投資者

綠色化之發展現況以及問題與因應進行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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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銀行體系綠色化 

綠色銀行是指投資於新能源、再生能源、節能、能效提升、

低碳基礎設施、環境保護等綠色行業之專業銀行。目前國際上

已設立之綠色投資銀行共計 13家，大小與層級各不相同，可分

為國家層級、州層級與市層級。綠色銀行運營在政府監管下保

持高度獨立性。部分綠色銀行是建立在政府既有綠色專案之上，

有些則屬新成立之綠色金融機構。即便作為政府轄下機構，這

些銀行仍為具自主權之綠色金融機構。銀行是綠色投資主要融

資管道，為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做法，銀行應將環境風險因素

整合到決策過程，可使銀行更有效地管理高排碳之產業貸款產

生之風險，並針對綠色投資提供信貸與籌集資金。目前多家銀

行和租賃公司發起能源效率融資機構聯盟，為住宅與工業能源

效率提升進行融資。美國一些主要銀行也承諾至 2025年前將分

別投入超過 1,000 億美元用於綠色投資。OECD(2015)將綠色

投資銀行歸類為國家層級、州層級、縣(郡)層級與市層級，全

球綠色投資銀行可參見表 1。 

表 1: 綠色投資銀行投資領域、目標與資金來源 

 內容 

層級 
機構 投資領域 目標 資金來源 

國 家
層級 

英國綠色投
資銀行(Green 

Investment 

Bank) 

 至少 80%投資於離岸
風力、廢棄物回收、
生質能源等領域 

 運輸用生質燃料、生
質能、CCS、海洋能
或再生熱能等 

滿足減量目
標 

政府資金 

澳大利亞潔

淨能源金融
公司 

(Clean Energy 

Finance 

Corporation, 

CEFC) 

 再生能源（如:風能、
太陽光電、熱能、生
質能、地熱能、潮汐
能等再生能源） 

 減碳與提升能源效率 

推動清潔能

源 

環保部撥款 



3 

 

 內容 

層級 
機構 投資領域 目標 資金來源 

瑞士技術基
金
(Switzerland 

Technology 

Fund) 

 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能源效率提升 

 再生能源 

 自然資源保護技術 

擴大創新環
境與低碳與
技術研發 

政府撥款 

日本綠色金
融 組 織 

(Green 

Finance 

Organisation) 

 低碳專案（例如風
能、太陽能、生質能、
廢棄物管理、地熱、
溫泉等） 

應對經濟成
長趨緩及老
年化社會，
支持地方與
社區發展 

碳稅收入 

馬來西亞綠
色技術組織 

Malaysian 

Green 

Technology 

Corporation 

(GreenTech 

Malaysia)  

 能源（再生能源） 

 水及廢棄物管理 

 建築 (能源與用水效
率、室內空氣品質） 

發展綠色科
技市場與扶
植綠能科技
產業 

政府撥款 

州層級 

加州基礎設
施暨經濟發
展 銀 行
California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nk 

 城市清潔能源專案 

 清潔發電、配電、輸
電 

 節能減碳 

 水處理 

經濟發展 排放交易計
劃收入 

夏威夷綠能市
場證券化機構 

Green Energy 

Market 

Securitization 

 幫助低收入或中等收
入屋主、租房者與非
營利組織 

 分散式太陽能光電
（初始階段） 

 清潔能源和能源效率
（部署階段） 

降低清潔能
源成本 

發行債券 

康乃狄克州
綠色銀行 

(Connecticut 

Green Bank) 

 能源效率 

 再生能源 

 其他清潔技術，包括
汽電共生（CHP）、厭
氧消化、燃料電池，
替代燃料汽車與相關
基礎設施 

 減少碳排
放 

 降低能源
成本 

 創造清潔
能源就業
機會 

 電力用戶
繳納電費
附加費 

 排放交易
計畫收入 

 聯邦和州
政府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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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層級 
機構 投資領域 目標 資金來源 

紐約州綠色
銀 行  NY 

Green Bank 

 提升能源效率 

 發展再生能源 

 其他清潔技術，包括
汽電共生 

提升能源效
率 

 

水電費帳單附
加費 

紐澤西州能
源彈性銀行 

New Jersey 

Energy 

Resilience 

Bank 

汽電共生、燃料電池、

太陽能儲存以及污水處

理設施 

協助紐澤西
州發展發散
式能源 

社區發展專
用基金 

羅倫島建設
銀行 

Rhode Island 

Infrastructure 

Bank 

維護公共供水(飲用水)

系統 

 降低能源
價格 

 增加就業
機會 

 銀行收益
債券 

 聯邦撥款
資助 

縣(郡)層

級 

Montgomery 

County Green 

Bank 

 清潔能源 

 能效提升 

再生能源發
展 

種子資金 

市層級 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

Masdar 

 清潔能源 

 能效提升 

 CCS 

再生能源發
展 

政府撥款 

資料來源: OECD(2015), Green Investment Banks Policy Perspectives 

綠色投資銀行面臨問題主要包括永續銀行原則應用有限、

綠色貸款期限過短、資訊不對稱與分析能力不足，因應措施彙

整如表 2。 

 

表 2: 銀行體系綠色投資化面臨問題與因應措施 

問題 因應措施 

永續銀行原則應用有限 

 缺乏綠色信貸指南 

 缺乏對綠色信貸資訊揭露要

求 

 難以進行綠色信貸績效評估 

 政府可與國際組織或私部門合作 

 發展與實施永續銀行自願原則並評估

其進展  

 於董事會定期評估環境風險與機會並

發佈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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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因應措施 

綠色貸款期限過短 

 許多綠色專案（如水與廢棄物

處理、清潔能源運輸、低碳運

輸與節能建築）都是長期專

案，且較同領域非綠色專案資

本支出更高當無法增加長期

資金來源時，期限錯配 

 採用創新金融工具來克服期限錯配與

支持長期綠色專案，如發行以綠色貸款

為抵押之證券化產品或以綠色專案未

來收益為抵押 

 可透過發行綠色債券來緩解期限錯配

對長期綠色信貸之限制 

資訊不對稱 

 缺乏借款人環境資訊（如借款

人排放資料與所採用減碳技

術）限制銀行對專案和公司所

面臨環境風險之評估能力 

 缺乏行業別資料庫限制對環

境與市場風險分析 

 環境資訊揭露要求應該由政府或證券

交易所發佈 

 各國政府進行跨部門政策協調，組織主

要利益相關方（如銀行業協會、銀行業

監管機構、相關主管部門、 證券交易

所等）共同應對銀行業綠色金融面臨挑

戰 

分析能力不足 

 機構缺少可對新專案環境效

益/成本進行量化分析工具 

 缺乏違約風險模型工具 

 缺乏對專案綠色績效進行評

價之方法 

 透過擴大加強能力建構平臺(如:永續銀

行網路（Sustainable Banking Network, 

SBN）)以促進永續銀行作法知識分享 

 提供專案環境成本/效益評估、風險分析

以及績效報告方法 

資料來源: G20 綠色金融研究小組(2016), G20 綠色金融綜合報告 

二、推動債券市場綠色化 

綠色債券是為有環境效益綠色專案提供融資的一種債務融

資工具，可籌集資金限用於綠色專案，發行人需要對投資者持

續揭露資金使用資訊，以維護信用評等。債券市場在全球企業

融資總量中約占 1/3，綠色債券發行量則不到所有債券發行量

的 1%。最早之綠色債券由多邊開發銀行於 2007~2008 年發行。

2007~2012 年，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歐洲投資 銀行（EIB）、國家政府、市政府

和國家發展銀行等加入發行行列。 2013 ~2014 年，企業與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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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發行人更積極地參與市場。綠色債券發行量從 2012 年 30 

億美元增加至 2015 年 420 億美元。2016 年第 1 季，綠色債

券發行額即已達到 170 億美元。世界銀行 2015年發行 10年期

固定利率之綠色基準債券(Benchmark Green Bond)，總金額達 6

億美元，為全球目前最長期、金額最大之綠色債券。全球氣溫

升幅限制在 2℃以內之情境下，OECD 分析顯示到 2030 年，

投資於再生能源、節能與低排放汽車等低碳專案之 4 個債券市

場（中國、日本、歐盟與美國）潛在年度發行規模可達 7,000 億

美元。有關綠色債券類型詳見表 3。 

表 3 綠色債券類型 

類型 債券銷售收益  債務追索  範例 

募集資金作

綠色用途之

債 券 Green 

Use of 

Proceed Bond 

專用於綠色環保

專案 

對發行人有標準/  

完全追索權：因

此該債券信用評

級與發行者其他

債券一樣 

歐洲投資銀行自 2007 年

以來已發行不同幣種氣候

意識債券超過  70 億歐

元。募集資金專用於再生能

源與能源效率提升專案 

募集資金作

綠色用途之

收益  債券 

Green Use 

of Proceed 

Revenue 

Bond 

專用於綠色環保

專案 

發行者收益

用於償付債

券(這種債券

利息並不固

定， 如無利

潤則不付支

付利息) 

紐約州環境設施集團 2014 

年 6 月發行了 2.13 億美元

綠色水資源債券。募集資金

專用於飲用水與污水基礎

設施專案計畫 

綠色專案債

券 

Green 

Project 

Bond 

嚴格保證用於特

定對應綠色專案 

只對專案資產和

資產負債表有追

索權 

英 國 太 陽 能 業 者

Big60million 有 限 公 司 

2014 年  9 月為 Willersey  

太陽能發電廠專案發行候

債券標準認證之 460 萬英

鎊債券 

綠色證券 

化債券 

Green 

Securitized 

Bond 

專用於綠色環保

專案，或直接用

於對應的綠色環

保專案 

對作為抵押物

之貸款或資產

有 追 索 權 （  如 ： 太 

陽 能 貸款） 

Hannon Armstrong 是美國

上市之綠色基礎設施投資

公司。 2013 年 12 月發行 1

億美元資產擔保證券，由風

能、太陽能與能源效率設備

現金流支持 

資料來源: OECD(2015), Green Investment Banks Policy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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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市場綠色化面臨之主要問題包括不瞭解綠色債券效益

與相關國際規範、缺乏國內綠色債券市場準則、綠色債券認證

與資訊揭露帶來額外成本、缺乏綠色債券評級、指數與上市交

易以及資訊不對稱與分析能力不足，因應措施彙整如表 4。 

表 4 債券市場綠色化之問題與因應 

問題與挑戰 因應措施 

不瞭解綠色債券效益與相關國際規範 可透過示範專案，提高對綠色債

券效益之認知度 

缺乏國內綠色債券市場準則 

 資本專案尚未完全開放國家，綠色債券

市場主要由本地投資者參與 

 缺乏國內綠色債券定義與揭露要求 

支持國內綠色債券市場發展 

綠色債券認證與資訊揭露帶來額外成本 降低風險溢價並降低認證與資訊

揭露成本 

缺乏綠色債券評級、指數以及上市交易 發展綠色債券指數、評級與推動

上市 

國際投資者難以進入國內市場 加強國際合作以推動跨境綠色債

券投資 

資料來源: G20 綠色金融研究小組(2016), G20 綠色金融綜合報告 

三、推動機構投資者綠色化 

包括共同基金、保險公司、養老基金與主權財富基金在內

之機構投資者在全球管理的資產超過 100 萬億美元。越來越多

機構投資者透過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SG)管理，以制定長期、負責任之投

資策略。投資者已呼籲交易所加強對上市公司之資訊揭露要求，

並要求信用評等機構將 ESG 因素納入信用分析中。有些先進

國家要求在金融政策與法規中反映環境因素，並已規定要求養

老基金揭露 ESG 相關資訊。例如法國目前要求機構投資者（保

險公司、養老基金以及資產管理公司）揭露是否將 ESG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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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投資策略，並關注氣候相關風險與資產配置，以利進行低

碳轉型。越來越多投資者在追求財務回報之同時，也積極尋求

環境績效，並將資產配置到綠色金融產品，機構投資者目前對

綠色資產配置雖為數不高，但穩定成長中。有關機構投資者綠

色化之問題與因應詳見表 5。 

表 5 機構投資者綠色化之問題與因應 

問題與挑戰 因應措施 

缺乏政策信號 

 政策不確定性會造成風險溢價增

加、融資成本高 

 綠色投資政策信號少，不利綠色

金融創新 

 提供策略性政策信號和框架。各國

政府可針對綠色投資戰略框架，為

投資者提供更為清晰的環境與經

濟政策信號，比如實施永續發展目

標 SDG 與巴黎協議 

 構建綠色金融體系政策框架與發

展永續金融路線圖 

未落實責任投資原則 (Principles of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機構投資者責任投資原則實施受

到政策激勵不足、分析能力不足

以及資訊不對稱等因素限制 

 利益衝突和缺乏激勵導致機構投

資者在資產配置與投資分析中過

度考慮短期因素，而對長期環境

因素考慮不足 

 機構投資者缺少相關方法與能

力，難以充分評估專案環境表現

及其對估值影響 

 機構投資者很少向資產所有人揭

露其與環境相關投資策略 

 推動自願採用責任投資原則 

 揭露實施 PRI進展 

 擴大包括責任投資原則組織

（UNPRI）在內之能力建構平台，

涵蓋更多國家機構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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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挑戰 因應措施 

資訊與產品有限 

 企業環境資訊揭露仍然有限，使

投資者難以識別綠色資產或難以

對環境風險進行評估與決策 

 投資顧問、股票分析師或信用評

級機構在投資分析中尚未充分考

慮環境風險因素 

 滿足投資者對流動性和風險/回

報預期綠色金融產品較為有限 

 缺乏對綠色明確定義、標準與認

證 

 強化市場能力產品創新 

 各國政府與市場參與者共同推廣

綠色金融 

 強化上市公司資訊揭露，將環境因

素納入信用評級 

 開發對投資/資產環境成本/收益

進行量化之分析工具等 

資料來源: G20 綠色金融研究小組(2016), G20 綠色金融綜合報告 

四、結語 

目前我國國內銀行公會，已將赤道原則納入銀行授信準則，提供

綠色融資；如經濟部污染染防治設備低利貸款、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

專案貸款，以及太陽能產業相關貸款。為促使金融機構融資評估或決

策納入對社會和自然環境影響，業已鼓勵銀行對新創重點產業(含綠

能科技)提供融資服務及提高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貸款成數，由八成提

高至九成。另外政府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配合辦理節能減碳或綠能產業

之政策性貸款，例如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行政院環保署及行政院農

委會之相關貸款專案，並透過金融研訓院等金融周邊機構辦理相關課

程，培育綠色金融人才，使金融業取得資訊、瞭解綠能產業特性。 

未來建議繼續建構綠色專案分析能力，推動金融業者定期進行環

境、產業等評估，識別相關社會及環境風險與趨勢。另外可鼓勵金融

機構建立與開發前瞻性風險分析方法(包括專案環境成本/效益評估、

風險分析與績效報告之方法)，以提高金融業對環境風險之認知度。

藉由推動環境相關風險訊息揭露，強化上市公司資訊揭露並將環境因

素納入信用評級並強化大型保險基金投資政策書之資訊揭露，宣示推

動社會責任型投資。最後即為發展多元化綠色金融商品，包括開發綠



10 

 

色債券與以投資綠色產業為主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並且開發能滿足

投資者對流動性和風險/回報預期之綠色金融產品，如零售性綠色金

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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