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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Green Fina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聚焦綠色金融，永續發展新商機」研討會 

摘要實錄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核定之「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為因應氣候變遷、追求環境永續及發展綠能科技產業，期以金融機制引導轉

型為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追求低碳永續發展之新經濟模式；又金管

會於 108年 12月公布「財富管理新方案」策略，本研討會爰綜合以資本市

場籌資、投資及促進綠色金融商品發展等面向規劃，研討主題包含「全球綠

色金融發展趨勢」、「國際綠色債券市場之機會」、「私募股權基金投資再生能

源產業之案例分享」以及「ESG之趨勢與商機」等，期以多面向與國際化角

度探討如何推動綠色金融，並藉由了解國際市場發展趨勢及國際經驗，促進

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同時提升我國金融業之競爭力。 

因受疫情影響，為使身處國外之業界講師可以屏除疫情及距離限制進

行講授，本研討會首次採用部分遠距視訊方式辦理。研討會以全英文方式講

授，參與者分別來自主管機關、周邊單位、證券、期貨、投信顧業者及其它

金融相關機構等，共計 1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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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日期：2020/6/11(四)  09:30-12:30 & 14:00-17:00 

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號 2F) 

6/11(Thu) Topic Speaker 

09:30 ~ 09:40 Opening Remarks 主辦單位致詞 
Mr. Chi-Hsien Lee 

Chairman 

Securities & Futures Institute 

09:40 ~ 10:40 
The Trend of Global Green Finance 

全球綠色金融發展趨勢 

Dr. Niven Huang 

Managing Director, KPMG 

Sustainability Consulting 

Co., Ltd., Taiwan 

10:40 ~ 11:00 Refreshment Break 

11:00 ~ 12:30 
The Prospect in Green Bond Market  

國際綠色債券市場之機會 

Mr. Daniel Mallo 

Managing Director, Head of 

Natural Resources & 

Infrastructure, Asia Pacific, 

Societe Generale 

12:30 ~ 14:00 Lunch Time 

14:00 ~ 15:00 

The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Private 

Equity Fund and Case Study 

私募股權基金投資再生能源產業之 

案例分享 

Mr. Leo Seewald 

Former Chairman,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pei 

15:00 ~ 15:20 Tea Break 

15:20 ~ 16:50 
The Global Trend of ESG 

ESG 之趨勢與商機 

Mr. Michael Lewis 

Head of ESG Thematic 

Research, DWS 

16:50 ~ 17:00 Questions and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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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致詞 

李啓賢 董事長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證基會李董事長

開場致詞表示，此次研

討會主要配合金管會

公布之「綠色金融行動

方案」以及「財富管理

新方案」兩大政策規

劃，藉由了解國際市場

趨勢並借鏡國際經驗，

強化我國綠色金融體

制及發展，促使我國產業、投資人、消費者更為重視綠色永續，讓臺灣逐步

轉型為綠色經濟、綠色投資、綠色消費與生活之國家。且金管會宣布將推出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表示主管機關已將綠色金融定位為我國未來金

融業發展的重點之一，證基會也將持續配合政府政策

強化培育瞭解綠能產業金融之人才。 

    基金會首次採用部分遠距視訊的方式辦理本次研

討會，也順應政府推行防疫新生活的作業模式，但仍可

使學員可以不受國境距離限制與講師交流互動，應是

另一種新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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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1：全球綠色金融發展趨勢 

(The Trend of Global Green Finance) 

講  座：Dr. Niven Huang, Managing Director, 

KPMG Sustainability Consulting Co., Ltd., Taiwan 

黃正忠 董事總經理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公司 

黃董事總經理首先介紹他在 KPMG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公司服務，20

年來致力於推動永續投資，包括將台灣納入道瓊永續指數等工作，故今日將

聚焦於綠色金融發展及永續投資領域進行演講。 

永續金融 (sustainable 

finance)範疇最廣，包括了

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

(Social)與其他領域。他並

以環境領域舉例，如綠色

金融(Green Finance)、氣候

變遷(Climate Change)、低

碳(Low Carbon)，都是環境

領域的一部分。電力公司

可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交

通工具可使用電動車來降

低碳排放量(Low Carbon)，人們在面對極端氣候，須找尋不同方法來適應氣

候變遷(Climate Change Adaption)。 

接著，黃董事總經理介紹永續金融的各種融資管道，其中包括綠色債券

(Green bonds)、永續債券(Sustainability bonds)、社會責任債券(Social bonds)、

綠色貸款(Green loans)、永續連結貸款(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s)、永續連結

債券(Sustainability-linked bonds)。永續金融的融資金額已經跨越一兆美元大



 

5 
 

關，其中綠色債券的融資管道占一半份額，成長幅度最快的是永續連結貸款

(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s)，自 2018 到 2019 成長 78%。 

根據穆迪統計，全球綠色債券融資用於能源與交通領域約 60%，而在台

灣掛牌的幾檔綠色債券中絕大部分以發展再生能源(如離岸風電、太陽能)為

主，交通、建築領域占比幾乎為零，還有很大成長空間。在歐洲，永續連結

貸款發展相對成熟，借款人獲得之借款利率較市場利率低 5-10%。在台灣，

沃旭 2019 年 6 月與 15 家國內外銀行簽署 5 年

期 250 億元聯貸案，利率為 TAIBOR 加碼 55 點，

聯貸案利率為 1.7%。其他案例還有 Royal DSM

與 Thames Water 與台灣銀行簽定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的貸款循環額度，若連結之 ESG 指標達成

要求，即可享有利率減碼優惠。台灣曾發行過 41

檔綠色債券而現今掛牌綠色債券總數為 36 檔，

台灣的綠色債券累積發行量在去年達到新臺幣 1,000 億規模，接下來預計有

200 億元要在今年陸續發債。 

黃董事總經理接著介紹金融機構在推動永續經濟(Sustainable economy)

的角色。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物質社會大多以線性經濟(Linear Economy)

方式在進行，所謂線性經濟就是取得原料、製造產品、使用後丟棄。但傳統

的線性經濟模式，為人類環境帶來了許多風險。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統

計，今年前五大可能發生之風險皆來自於環境問題。人們不應只關心表面獲

利數字，而要將環境破壞產生的外部成本加入其中計算，才是實際的獲利表

現。資本在現實世界中扮演推動 ESG 的重要角色，根據 OECD 調查，發展

中國家的資本來源大多來自於已開發國家的私部門，透過長短期債券、外國

人直接投資、匯款等不同形式注入，而單邊或多邊的官方援助僅占非常小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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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黃董事總經理細數永續金融近 20 年來的發展。從 2003 年赤道

原則 (Equator Principles)、2006 年負責任投資原則 (Principle Responsible 

Investments)、2012 永續保險原則(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2019

負責任銀行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Banking)。目前台灣共有六家國銀

簽署赤道原則，分別為國泰世華銀行、玉山銀行、台北富邦銀行、中國信託

銀行、台新銀行及永豐銀行，而最新的赤道原則第四版(EP4)已經於今年 7

月 1 日上路。雖然台灣因非聯合國會員國，國銀無法簽署責任投資原則，但

台灣仍有五家保險公司支持永續保險原則，分別為國泰金控、中國人壽、富

邦金控、開發金控與新光金控。黃董事總經理期許大家能從今年的新冠疫情

體認到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他並指出 ESG 表現傑出的公司在今年新冠肺炎

大流行期間的股價走勢遠比一般 ETF 來得強勁，顯示 ESG 因子在投資組合

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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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2：國際綠色債券市場之機會(遠端視訊) 

(The Prospect in Green Bond Market) 

講 座：Mr. Daniel Mallo, Managing Director–Head of Natural 

Resources & Infrastructure, Asia Pacific, Societe Generale 

Mr. Daniel開場先簡介法國興業銀行

(SOCIETE GENERALE，以下稱法興) ，

法興總部位於法國，營業據點橫跨 67 個

國家，雇用約 15 萬名員工，是一家注重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growth)的銀行。法

興在能源交易上著墨甚深，提供客戶能源

方面之顧問與金融服務。在 2019 年，法

興募資 1,200 億歐元，用於 2019-2023 之

能源轉型，其中 100 億歐元用於永續債券

發行，剩餘 20 億元用於支持再生能源領

域發展。在台灣，法興是台灣海洋風電(Formosa I) 專案融資計畫的專案融資

參與者之一，在這宗亞洲第一筆離岸風電專案融資案中，首度由外銀台灣據

點發行新臺幣計價債券，用於該案的部分資金需求。 

緊接著 Mr. Daniel 講解為什麼要募集綠色資本(green capital)，企業募集

綠色資本主要考慮四個面向，分別為流動性(liquidity)、商業策略(business 

strategy)、市場定位(market positioning)、資金成本(cost of capital)。他發現企

業可藉由發行綠色債券接觸到更多類型的投資人，而現今科技的突破也讓

部分傳統能源巨頭轉向研究再生能源領域，強調企業自身在再生能源的發

展有助企業形象。再生能源占全世界能源需求將在 2023 年到達 12.4%，主

要原因為成本迅速降低，而太陽能面板的降價是一大推手。碳與石油需求將

逐年下降，被較環保的天然氣與再生能源取代。根據 IEA 的預測，2040 年

全球能源供應占比，再生能源與核能將占四成，而碳與石油將由現在的六成



 

8 
 

降到三成五，可見再生能源在未來發展的重要性。 

綠色金融一般可分為綠色貸款(green loan)與綠色債券(green bonds)，綠

色債券占綠色金融大部分，但亞洲綠色貸款占全世界綠色貸款比例估計將

從 2017 年的 25%上升到 2020 年 50%，而新加坡是亞太地區承做綠色貸款

金額最多的國家。 

「如何辨識債券是否為綠色？」是投資人關心的問題，也是綠色債券市

場發展的核心關鍵。因此，為了促進債券市場的發展及協助對環境生態具高

度關懷意識的投資人，從眾多的債券中辨識出綠色債券，國際資本市場協會

(ICMA)於 2018 年訂立綠色債券原則(Green Bond Principles)，鼓勵債券發行

人進行認證，目的在於強化綠色債券的透明性，加強投資人的投資意願。綠

色債券發行量自 2015 年以來，呈現快速成長，2015 年發行量為 37 億美元，

而 2019 年發行量更來到 241 億美元。雖然如此，綠色債券規模目前只占全

球債券市場 1%。以發行區域分析，歐洲與美國各占 40%，以發行者類別分

析，準主權債與公司債合占 80%。在亞洲，綠色債券計價幣別以美金與人民

幣為主，中國債券發行量排名第一，日本次之。面對學員提問新冠肺炎後的

綠色振興(green recovery)對綠色債券發展趨勢會有什麼影響，Mr. Daniel 認

為會使能源效率提升等議題受到重視。 

Mr. Daniel 接續剖析目前台灣

最火紅的離岸風電(offshore wind)發

展趨勢。目前台灣離岸風電融資管

道有外商銀行、台灣本土銀行、出口

信用保證組織(ECA Financing)及債

券資本市場，其中四分之三的融資

來源為外商銀行，主因外商銀行具備國外離岸風電成功經驗。反觀本土銀行

手握大量新臺幣流動性，卻因不熟悉離岸風電運作模式而不敢貿然投資。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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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分析，離岸風電投資風險主要有建造風險(Construction Risk)、購售契

約風險(Offtake Risk)、資源風險(Resource Risk)、營運風險(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Risk)、氣候風險(Weather-Related Risk)，上述風險都是造成本土

銀行裹足不前的原因。 

綠色專案債券(project bond)籌措之資金直接用於單一或多個特定的綠

色投資計畫，債權的追索權可能僅限於計畫資產與收益，意即發行人可能無

須負擔償債義務。對於發行人而言，綠色專案債券還具有還款期限可長達 40

年、固定利率免再進行利率避險等優點。對投資人而言，專案債券具有低違

約率優勢，同時可以提升在低利率環境下的投資報酬率，為許多保險公司所

喜愛。最後，Mr. Daniel 認為綠色專案債券在台灣有很好的發展性，目前外

商銀行在離岸風電的融資集中度已趨近上限，而本土銀行在離岸風電的曝

險仍有限，他認為可利用本土銀行寬裕的新臺幣流動性為未來 3-5 年離岸風

電的發展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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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3：私募股權基金投資再生能源產業之案例分享 

(The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Private Equity Fund 

and Case Study) 

講  座：Mr. Leo Seewald, Former chairman,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pei 

Mr. Leo首先對台灣今年的新冠肺炎防疫

成果讚譽有佳，提高了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

他也期許未來台灣在再生能源領域的發展一

樣也能成為世界的模範。接著，Mr. Leo 介紹

再生能源目前的發展趨勢，目前再生能源占

總發電量比例約 21%，其中太陽能跟風力發

電從 4%成長到 15%。不過再生能源的整體

投資金額自 2017 年達到高峰後下降，主因是

科技的進步降低了發電成本，太陽能發電成本下降了高達 81%，而風力發

電成本也下降 40%以上。 

Mr. Leo 告訴學員再生能源科技持續在發展，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支持，而生物燃料是目前最新的研究領域。此外，再生能源拍賣(auction)機

制也是促進再生能源進步的原動力之一，再生能源拍賣機制為具透明化的

議約機制，透過拍賣機制能真實反映市場的設置成本，減少資訊不對稱的問

題，特別是近年再生能源技術成本快速跌價，藉由拍賣機制能快速反應技術

成本跌價的變動。新冠肺炎對全世界能源需求造成很大影響，雖然再生能源

需求影響程度較小，不過美國的太陽能屋頂發電計畫也因此受到延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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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世界風力與太陽能發電占 93%，頁岩油產出因為鑽探技術的進

步也增加很多，全球暖化與反核運動造成再生能源蓬勃發展。過去十年來，

在再生能源領域投資最多資源的是中國，主要是太陽能電廠設置。其次是歐

洲，但近來因為政府補貼減少

有減緩傾向。美國則因為川普

政府政策偏向鬆綁溫室氣體

排放法規而較無進展，但許多

州政府仍大力推動。惟 Mr. 

Leo 也提及，雖然中國增加了

很多再生能源投資，但也增加

了很多煤炭發電設施，變相抵

銷了減少碳排放量的效益。 

Mr. Leo 向學員介紹再生能源的購電政策，躉購費率制度(Fit-in Tariff，

簡稱 FIT)在前期促進了再生能源的發展，FIT 有三個主要的特性：第一為保

證併網，當再生能源電力由發電端產生後，電網業者都有義務提供併網服務，

並收購再生能源所產生的電力；第二為長期購電合約，「躉購」所指的便是

大批購入，所以 FIT 合約通常都長達 15-25 年；第三為以再生能源發電成本

為基礎來計算收購費率。但是隨著各國政府負債攀高，已無閒裕資金負擔，

躉購費率制度逐漸轉為再生能源拍賣制度，大企業基於社會責任形象購買

綠色電力也是再生能源拍賣制度推動力量之一。台灣在 2017 年通過電業法

修正案，開放用戶購電選擇，但目前台灣綠色電力費率遠低於發電成本，其

差額目前由台電自行吸收造成台電財務負擔過重，而漲電價在台灣又是一

個碰不得的禁忌話題，恐會影響未來發展。 

 Mr. Leo 跟法興講師 Mr. Daniel 有志一同提到再生能源融資的問題，他

認為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科技研究(Technology Research)、科技發展 



 

12 
 

(Technology Development)、大量生產(Manufacturing scale-up)、資產融資 

(Asset Finance)。前期的科技發展勢必還是要靠政府投入資源，但到中後期

需要大量資金時就可以引進創投與避險基金來投資，長期穩定的現金流收

入及較低研發風險是他們願意在中後期階段投入的原因。 

 Mr. Leo 認為台灣要在 2025 年達到非核家園、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

20%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目前台灣發電來源以煤炭為主占 46%、天然氣其

次 33%、核能仍有 12%、而再生能源僅 6%。另外，台灣社會在非核家園議

題公投未有集體共識及台灣有電力供應短缺的潛在問題，但他也肯定台灣

政府在 2009 訂立再生能源條例等所做的努力。他提出了一些對台灣發展再

生能源的建議，包括建立常態性政府與產業溝通管道、加速環評速度、提供

低廉的再生能源電力價格、暫緩實施用電大戶要求 10%用電量使用綠電政

策、增加研發經費用於尋找新替代能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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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4：ESG 之趨勢與商機(遠端視訊) 

(The Global Trend of ESG) 

講  座：Mr. Michael Lewis, Head of ESG Thematic Research, 

DWS 

Mr. Michael 首先向學員介紹 ESG 的幾個大趨勢，他舉例 ESG 分數高

的公司往往有較好的財務表現，顛覆投資人過往認為採行 ESG 政策會提高

公司營運成本的想法；科技的進步在汽車、公用事業、原物料領域掀起滔天

巨浪，傳統汽車業、能源商面臨新科技如電動車的強力競爭；巴黎氣候變遷

協定 (Paris Climate Agreement)、責任投資原則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 PRI)等國際公約的簽訂促使各國開始訂定 ESG 相關法規

與政策，政府將財政支出投注於再生能源，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投資人

(Asset Owners)開始重視 ESG 投資重要性，越來越多機構投資人簽訂責任投

資原則。 

在 21 世紀的現在，

人類社會面臨很多困

境，例如人口都市化集

中、喪失生物多樣性、

劇烈的氣候變遷、糧食

缺乏等議題。劇烈的氣

候變遷造成洪水、海平

面上升、熱浪侵襲等實

體風險(physical risk)，

也對無法適應低碳經濟的企業造成轉型風險(transition risk)，其中又以公用

事業、原物料、能源產業的轉型風險最大，這些風險皆會影響投資組合的績

效表現。DWS 透過 ESG 整合(ESG Integration)，將 ESG 因子整合進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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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流程。DWS 利用自身開發的 ESG 引擎(ESG Engine)，引進了五個不同

資訊源(例如 MSCI、Morningstar、ISS-ESG 等)，將各種面向(facet)的 ESG 資

訊綜合評比，分為 ESG 領先者(leaders)與落後者(laggards) A~F 六個等級，

提供投資經理作判斷。DWS 提供企業客製化(bespoke) ESG 相關諮詢

(advisory)，例如建構 ESG 最佳化(ESG-optimized)投資組合，股東行動主義

(Active Ownership)、ESG 評估報告(Reporting & Analytics)。 

接著，Mr. Michael 細數 DWS 在 ESG 投資領域的里程碑，1994 年 DWS

開始主動參與被投資公司的股東年會並關注 ESG 相關議題、1997 年領先業

界推出第一款微型金融(microfinance)基金、2008 年簽署責任投資原則(PRI)、

2018 年股票掛牌上市並於隔年提出 DWS 的可持續發展報告(sustainability 

report)，報告裡以 ESG 資產管理規模(ESG-AUM)、代理投票(proxy voting)

等指標來衡量公司在 ESG 領域的發展程度。DWS 特別關心氣候變遷的議

題，也因此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DWS 本身發行了綠色債券、永續發展

目標基金、氣候科技基金等產品，此外也與 MSCI 合作推出低碳 ESG 被動

型基金。DWS 有長達 20 年參與被投資公司股東會的經驗，去年 DWS 參與

了美國公司超過 9,000 個 ESG 議題的投票表決。同時，DWS 也持續敦促政

府重視氣候變遷議題，並且能推出相對應政策。 

最後，Mr. Michael 建議學員必須了解自己投資組合的構成，存在什麼

類型的投資風險，設定一個明確想要達成的目標，在不影響投資組合多元分

散與報酬率的前提下去調整配置組合達成 ESG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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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討會很榮幸邀請到德銀遠東投信 

總經理 Mr. Derek 親臨現場與學員互動交流並引導

學員針對 ESG 議題進行提問與探討，有學員詢問

採用 ESG 整合會遇到的挑戰為何？講席回答在一

開始從事 ESG 整合時，有很多資訊源提供的 ESG

數據評等差異甚大，如何切實了解各家資訊源在各

種數據評等所代表的實際意義，並整合到同一個比

較基準是個浩大工程。另外有學員詢問為何美國沒

有金融執法機構參與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講席回答

他個人猜測可能是因為政治因素的關係，因此美國沒有列名其中，但據他所

知美國有參與許多非官方的討論，另外也有很多金融機構簽署責任投資原

則。 

綠色金融為全球未來趨勢亦

是台灣主管機關關注議題之一，

未來證基會亦會持續配合政府

政策推出相關課程、研討會等活

動，以培養綠能專業金融人才。 

 

本研討會首次採用遠距視訊方式

辦理，建立國內學員與國外專家零距離

互動之管道，促進多方溝通及交流，為

迎接數位化時代及因應疫情時代新生

活，未來辦理方式亦將順應趨勢潮流更

具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