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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次會議由亞洲開發銀行(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偕同

日本財務省(MOF, Ministry of Finance, Japan)於札幌舉辦為期 2 天

之第 14屆外匯投資管理論壇，與會人士來自 30多個成員國的財政

部及央行高階主管等約 60 人，主辦單位就每個特定主題邀請 3-4

位與會官員擔任講師，並以座談方式進行經驗分享交流，藉此提供

會員國之間知識共享及相互學習平臺。 

論壇主要議題涵蓋全球及區域經濟展望、當前市場環境下管理

大型投資組合、永續投資與轉型金融(投資人及發行人之視角)、外

匯存底和政府債務之風險管理框架、外匯存底投資趨勢與挑戰、外

部資產管理公司等，內容豐富且具前瞻性，提升本行對其他各國央

行當前現況發展之理解，並有助於實務操作上的精進與新投資策略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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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論壇談話重點摘要 

一、 全球及亞洲區域經濟展望 

(一) 9 月 25 日 ADB 最新公布的亞洲展望報告中指出，2024 年上

半年，發展中亞太地區的經濟增長保持強勁，主要由於內需增

長和出口的持續復甦推動，特別是高收入的科技出口國，如南

韓及台灣的半導體行業，受益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產品的強勁需

求(圖 1、2)。此外，隨著緊縮貨幣政策的滯後效應顯現和全球

食品價格下降，通膨進一步回落。 

 

圖 1 出口持續受益於半導體行業擴張周期的推動 

 

 

 

 

 

 

 

 

 

 

 

 

 



 

3 

 

圖 2 主要經濟體的製造業活動顯示出強勁增長 

 

 

 

 

 

 

 

(二) 基於東亞、外高加索和中亞以及太平洋地區超出預期的經濟擴

張，2024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從 4月的 4.9%略微上調至 5.0%；

2025 年的增長預測則維持在 4.9%。同時，通膨預測也有所下

調，因外高加索和中亞的貨幣升值以及中國物價與需求疲

軟，2024年預計為 2.8%，低於 4月預測的 3.2%，2025年預期

通膨由 4月的 3.0%微幅下調至 2.9%。 

(三) 然而，該地區的決策者仍需保持警惕，以確保經濟增長和通膨

保持在預期軌道上。潛在的下行風險包括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可

能引發的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中國房地產

市場脆弱性以及不利的天氣條件。 

(四) 由於美國的貨幣政策變化會影響全球資本流動，尤其是新興市

場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狀況，ADB 於亞洲展望報告中深入探

討當美國聯準會依賴數據(Data-Dependent)相應調整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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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之溢出效應，其分析結果如下1： 

1. 美國通膨回升場景的影響：如果美國通膨從目前的 2.5%逐

漸升至 2024 年底的 2.9%，市場可能會修正對美國聯準會

降息的預期，減少超過 150個基點的降息預期。這將導致

外國短期債券收益率上升 70 個基點，貨幣對美元貶值約

4%，股市下跌 5.5%，政府違約概率上升 3.3個百分點2。 

2. 美國經濟放緩場景的影響：如果美國通膨降至 2.1%，且全

年淨就業增長停滯，短期和長期外國債券收益率可能分別

下降約 95和 30個基點，貨幣對美元升值 4.5%，股市上漲

5%，政府違約概率下降近 3個百分點3。 

3. 這些影響主要來自於美國貨幣政策預期的變化，因為通膨

上升將促使投資者下調對美國聯準會降息次數的預期。相

反，如果美國經濟冷卻幅度超出預期，投資者將預期更多

降息，全球金融環境將大幅放鬆。這項分析強調，外債較

高、通膨較高、經常帳和財政赤字較大的經濟體，較易受

到數據驅動的美國貨幣政策變動的溢出效果影響，維持總

體經濟穩定和健全的財政管理能幫助國家抵禦美國貨幣

                                           

1 本分析係針對政府債券收益率、匯率、股票市場價格和違約概率等關鍵金融變量的反應，涵蓋

了 108 個經濟體的樣本。重點研究了與美國經濟數據（尤其是通膨和就業數據）相關的外溢效

應。 

2 2024 年上半年，Fed對通膨數據的關注度很高，若通膨數據出現 1個標準差的意外上升（即通

膨比預期高 0.1 個百分點），將導致外國短期政府債券收益率上升 2 個基點，貨幣對美元貶值

0.1%，股票市場下跌 0.2%，政府違約概率增加 0.1個百分點。 

3 在 Fed 高度關注就業數據的情況下，若非農就業報告顯示新增就業數量比預期高出 10 萬，將

導致貨幣對美元貶值 0.2%，短期和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約 4 個基點。但對股票市場和違約概率

的影響統計上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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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變動帶來的負面影響，減少外部發展帶來的溢出效

應。 

二、 當前外匯存底管理挑戰 

(一) 過去 10 年來全球外匯存底管理經歷的挑戰為：美國國債收益

率持續下降導致負利差、保持營運平衡的存底充足性、黃金或

人民幣和股票等新資產類別的多元化投資等問題。然而到了

2024年的現在，外匯存底管理所面臨的挑戰日益複雜，來自以

下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1. 貿易關稅與制裁: 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和制裁進一步升

級，影響了全球貿易動態。 

2. 冷戰式的地緣政治局勢: 全球經濟民族主義、俄烏戰爭、中

東局勢等事件重塑了國際關係。 

3. 能源市場的變化: 油價波動、天然氣價格上漲以及地區能

源供應鏈的重構，對外匯存底管理構成壓力。 

4. 核心固定收益資產的重新關注: 隨著美國聯準會政策轉

向，國債等傳統固定收益資產再次受到青睞。 

(二) 印尼央行表示，未來的挑戰需要在投資組合管理上採取前瞻性

的策略，這些策略必須預見並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這意味著

管理者必須靈活應對市場波動，善於調整資產配置，並運用先

進的技術和創新方法來增強決策能力。透過主動提升技能並採

用尖端技術，主動管理者可以增強識別和利用新興機會的能

力，同時有效降低風險，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保持競爭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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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進步與專業知識的提升將為管理者提供更準確的數據分

析和市場預測工具，從而使投資決策更加精確和前瞻。 

(三) 韓國央行表示其外匯存底管理的目標為，在努力保持流動性和

安全性的同時，追求更高的投資回報並滿足公眾對問責制的需

求，例如引入更多元化的資產、靈活的資產配置策略，以及納

入 ESG 投資標準，包括 2019 年啟用的外部 ESG 基金，2022

年亞洲綠色債券基金的推出，以及 2024 年在投資目標中正式

納入 ESG考量。 

(四) 瑞士央行的經驗分享如下： 

1. 股票投資增加：自 2005 年以來，SNB 增加了股票投資比

例，並擴大了市場覆蓋範圍。從 2005年的 1,500支股票到

2015年的超過 6,600支股票。 

2. 多層次的資產配置：SNB採用了戰略性資產配置（SAA）

和戰術性資產配置（TAA），其中戰略層由管理委員會負

責，戰術層則由資產管理團隊負責。 

3. ESG因素：SNB在其外匯存底管理中加入了 ESG（環境、社

會、治理）標準，並對投資範圍進行規範，避免瑞士公司

和潛在利益衝突。 

4. 瑞士法郎的影響：2023年瑞士法郎的升值有助於控制輸入

型通膨壓力，但由於外匯投資沒有進行外匯避險，SNB的

多元化收益亦受到瑞郎升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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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亞洲各國政府之永續投資與轉型金融發展現況 

各國中央銀行越來越關注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因為各國政府

正在努力實現其設定的淨零碳排放減排目標。雖然氣候變化並非中

央銀行需直接處理的政策議題，但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央銀行是否

應更積極的在其外匯存底組合中傾向於綠色資產，由於氣候變化具

有顯著且廣泛的影響，可能影響中央銀行的所有主要目標，因此央

行外匯存底投資將不得不考慮氣候變化的因素。 

中央銀行對綠色金融市場透明性問題的關注也在增加，特別是

關於分類法(Taxonomies)、綠色外部審查與評估，以及氣候轉型指

標、框架和市場產品。分類法是定義標準的系統，用於識別具有環

境效益或成本的資產、項目和活動。它們是實現高層次環境目標的

重要工具，例如全球協議、國家環境或永續發展政策所確立的目標。 

此外，各國債務管理機構和中央銀行亦更加意識到將永續策略

整合的好處，主要是將 ESG 因素同時納入債務發行和投資決策的

整體性考量。亞洲各國近來在綠色政府公債的發展已取得很大進

展，然而，這也呈現出該地區金融部門在向淨零排放過渡期間所面

臨的挑戰和機會。 

本次論壇聚焦於亞洲區域綠色金融轉型的最新進展，分別從各

國政府作為綠色債券的投資人及發行人之視角，探討綠色金融對中

央銀行投資策略的影響及其推動永續投資的動機，以及各國政府進

一步發展市場以滿足 ESG投資考量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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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永續債券投資人視角 

以下為匈牙利央行、荷蘭央行的經驗分享： 

(一) 匈牙利央行(MNB)自 2019 年開始建立專門的綠色債券組

合，目標是實現財務表現和環境影響的雙重目標，採用半主動

管理方式，並根據內部要求過濾投資組合，重點投資於主權

債、國際機構和企業債券。雖然綠色債券可能存在較低的回報

率(綠色溢價)，但從長期風險回報角度來看，這是可接受的，並

且帶來比其他 ESG 方法更直接和可衡量的環境影響。匈牙利

央行每年發布影響報告，展示其綠色投資的環境和社會影

響，並對外匯存底管理中的永續進行評估。 

(二) 荷蘭央行(DNB)自 2018 年以來制定了永續與負責任投資(SRI)

政策，並於 2019年成為首個簽署負責任投資原則(PRI)的中央

銀行。荷蘭央行的目標是在 2030 年將外部管理投資組合的碳

足跡相比 2019年減少 50%，並在 2023年將其內部管理的 20%

投資於綠色債券。荷蘭央行強調，當今的投資決策會對未來氣

候變化產生深遠影響，其雙重投資目標包括在管理財務風險的

同時，透過 ESG整合和排除高風險公司來促進永續發展。 

二、 永續債券發行人視角 

以下為印尼財政部、澳洲財政部、及日本財務省發行綠色債券

的經驗分享： 

(一) 印尼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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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印尼政府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提

交了「加強版國家自主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ENDC)，提出更具雄心的碳減排目標，承諾到

2030 年依現況發展趨勢推估 (Business as Usual, BAU)，在無

條件情境(依靠國內努力實現)下，減少 31.89%的排放；在有條

件情境(依賴國際援助實現)下，減少 43.20%的排放。 

印尼政府為推動永續發展，積極發行各種永續金融工具，包括

綠色 sukuk、永續發展目標債券(SDG Bonds)和藍色債券。這些

工具透過國際和國內市場籌集資金，用於支持各項永續發展專

案，如綠色能源、基礎設施和海洋保護等。 

印尼財政部發行永續債券情形如下 

1. 永續發展目標債券 (SDG Bonds)： 

全球發行： 2024年發行 8年期歐元計價的 SDG債券，共

7.5億歐元，吸引了來自歐洲、亞太和美國的投資者。 

國內拍賣： 自 2022年起，印尼政府定期舉辦 SDG債券拍

賣(印尼盾計價)，以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 

資金用途： 這些債券的資金主要用於支持印尼的永續發展

目標，如改善基礎設施、提升能源效率等。 

2. 綠色債券 (Green Sukuk) 

全球發行： 2023年發行 10年期美元計價的綠色 Sukuk債

券，共 10億美元，投資者主要來自歐洲、亞太和美國。 

國內拍賣：  印尼政府也透過拍賣方式在國內發行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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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uk債券(印尼盾計價)，以深化國內綠色金融市場。 

零售發行： 2024年發行4年期印尼盾計價的綠色Sukuk，提

供零售投資者更多參與綠色金融的機會。 

資金用途： 這些 Sukuk的資金用於支持符合伊斯蘭教法的

綠色專案，如再生能源、綠色建築等。 

3. 藍色債券 (Blue Bonds) 

全球發行： 2024 年發行 7、10、20 年等 3 種不同期限的

日圓計價藍色債券，共計 250 億日圓，用於支持海洋保護

相關專案。 

資金用途： 這些債券的資金將用於海洋保育、漁業管理

等，以保護海洋生態系統。 

圖 3印尼政府債務組合 

 

 

 

 

 

 

 

2023 年 12 月底印尼政府債務餘額顯示，外幣債務比例達到

28.27%，相當於 1,491.4 億美元，幣別組合構成為美元

71.95%、歐元 16.05%、日圓 12.00%；其中 28.27%為國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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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71.73%為國內發行(圖 3)。 

在市場表現方面，綠色 Sukuk 的定價比非綠色債券更具吸引

力，顯示出潛在的綠色溢價(Greenium)效應，此外，ESG融資

工具的波動性低於傳統工具，尤其是在國內市場交易的本幣計

價工具。 

印尼財政部官員表示未來的永續融資挑戰為國內市場對 ESG

工具的認知不足，需致力提高公眾意識；ESG投資者需求較分

散，對特定主題的關注各異；債券發行的期限錯配，綠色產業

通常需要長期融資，而目前大多數 ESG 工具期限則較短。然

而，能源需求增加、及投資者對印尼穩定的經濟增長信心，也

讓印尼的未來永續融資增加潛在機會。 

(二) 澳洲財政部(AOFM) 

澳洲財政部發行綠色政府債券與國際市場標準保持一致，包括

符 合 國 際 資 本 市 場 協 會 (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ssociation, ICMA)、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CBI)以及歐盟分類法(EU taxonomy)的規範，籌措所

得資金用於氣候變化緩解、氣候變化適應、及環境效益提升，發

行報告和外部保證每年進行，以提高透明度和可信度。 

2024年 6月發行首檔 2034年到期的綠色政府債券，規模為 70

億澳幣(圖 4)，獲得超過 105家機構投資者的參與，其中 17家

為首次參與 AOFM 主要發行，訂單總量達 229 億澳幣，表現

出需求強勁，最大的海外分配來自英國(12%)和歐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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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澳洲政府公債規模 

 

 

 

 

 

 

 

 

 

 

澳洲財政部在該批綠色政府債券發行前與 11 家中央銀行會

面，其中 6家參與了首次發行，根據 2024年 OMFIF全球公共

投資者調查顯示，42%的中央銀行計劃在未來 1-2年內增加綠

色債券持有量。 

該檔綠色政府債券在發行時具有 2個基點的綠色溢價，隨後在

次級市場穩定保持 0.5基點的綠色溢價(圖 5)。 

澳洲財政部綠色政府債券的成功發行和穩定的市場表現展示

了綠色金融的巨大潛力，未來將繼續與市場參與者合作，探索

新型主題結構(如生物多樣性或性別平等相關工具)，並推動更

多中央銀行參與綠色金融。未來每年通過招標方式增大流通規

模並支持流動性，每 2-3年推出新的期限，並與投資者協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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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具體期限，預計 2024-2025年度通過招標發行約 20億澳元。 

圖 5澳洲首檔綠色政府債券綠色溢價 

 

 

 

 

 

 

 

 

(三) 日本財務省 

 日本財務省於 2024 年 2 月分別發行面額各 8,000 億日圓(53 

億美元)的 10年期和 5年期氣候轉型債券，並獲得氣候債券標

準認證，所有募集資金將用於資助該國的國家綠色轉型(GX)計

劃，該計劃旨在促進公共和私營部門在未來 10 年內投資 150

兆日圓(1 兆美元)，用於支持可助力國家减排的新興綠色技

術，實現日本對 2030 年溫室氣體减排目標較 2013 年度減排

46%以及到 2050年實現碳中和願景的承諾。 

首檔於 2月 14日發行的 10年期綠色轉型債券金額 8,000億日

圓(約 53 億美元)，殖利率為 0.74%。低於同期限政府債券的

0.75%，隨後至今又陸續發行 4 檔綠色轉型債券，累積金額達

2.65 兆日圓(圖 6)，計畫未來 10 年內達到籌集 20 兆日圓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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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 

圖 6日本財務省綠色轉型債券發行概況 

 

 

轉型債券在國際上的發行因投資人對漂綠(greenwashing)疑慮

而停滯，而日本政府得以成功發行轉型債券，係因其非常清楚

的示範政府如何籌措資金並投資在轉型活動上，這標示著轉型

金融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包括徹底的公布資金使用的進度，以

及全國要在 2050 年以前達成碳中和的行動計畫詳情，如此才

能得到廣大機構投資人的認同。債券收益的 55.5%將用於支持

研究與開發(R&D)，以配合日本控制氣溫上升至 1.5°C內的努

力，涉及包括再生能源和氫能煉鋼等領域；另外的 44.5%將用

於從蓄電池製造到建築節能措施等轉型活動的補貼，並嚴格規

定其募集資金的用途，資金將不允許分配於任何燃氣發電或涉

及燃煤電廠燃煤混氨的營運活動。該債券的獨立驗證報告由日

本信用評級機構(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JCRA)所執行，該

機構自 2019年起成為氣候債券倡議組織核准的驗證機構。 

三、 整合永續債券發行及投資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在可持續金融中同時扮演監管者、市

場推動者及投資者的關鍵角色，致力於推動金融體系的可持續發

展，應對氣候變化挑戰。香港金融管理局積極推動綠色債券的發

行，作為籌集資金以支持具有正面環境效益項目的工具，其中一個

https://www.jcr.co.j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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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是在 2023 年 2 月發行 8 億港幣的「代幣化綠色債券」，為全

球首次以虛擬貨幣形式透過創新金融科技(fintech)應用，結合綠色

金融，提升了透明度、效率和安全性。代幣化不僅可以提高綠色債

券的流動性，還能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更多元化的投資者參與綠色

債券市場。此外，香港金融管理局亦投資於國際清算銀行的「綠色

債券基金」，該基金是一個國際性倡議，旨在將各國央行的外匯存

底投資於綠色債券，從而支持全球的環保項目，這也讓香港金融管

理局能夠將其綠色債券投資分散到不同地區和行業中，進一步拓展

其綠色投資的範圍。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外匯基金在其可持續投資中，採取了三管齊

下的策略： 

(一) 整合 ESG 因素： 

1. 在信用風險模型中納入 ESG 指標。 

2. 在投資組合選擇及管理中納入氣候因素。 

(二) 積極所有權：透過積極監管與參與，推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 合作交流：與國際 ESG 發展項目及相關平台，共同推動可持

續金融發展。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永續投資中實現了碳排放降低  46%(至

2022年與 2017年相比)的成效，其永續投資實踐中證明，綠色債券

之回報率及流動性與傳統債券無異、委外操作績效擊敗指標報

酬、投資於再生能源資產取得出色的回報。未來挑戰為進一步完善

基礎設施、提升 ESG 分析能力、整合關鍵數據，以支援投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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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本次論壇問卷調查結果報告 

為了解本次論壇講者和參與者對於債務管理與外匯投資管理

領域的實踐、挑戰及機會的看法，亞洲開發銀行（ADB）於本次會

議前 9 月 2 日至 20 日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問卷透過 Microsoft 

Forms 平台設計，並以電子郵件直接發送給相關講者與參與者，內

容包含 15個問題，共收到 54份有效回應。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問題 1：您認為影響國內經濟最主要的 3個因素為何? 

 

 

問題 2：您認為到 2025年底，貴國的通膨率會如何變化? 

 

 2024年調查 2023 年調查 

 全球政治與經濟局勢的變化 46% 29% 

 持續的高預算赤字 22% 20% 

 氣候變遷與自然災害的影響 19% 9% 

 債務壓力風險增加 17% 30% 

 供應鏈持續中斷 17% 5% 

 持續的高通膨 17% 13% 

 人口結構變化與人口老齡化 11% 5% 

 高優先領域的人才短缺 9% 6% 

 網絡威脅 4% 0% 

 2024年調查 2023 年調查 

 大幅高於當前水平 1 2 

 略高於當前水平 19 9 

 與當前水平保持不變 11 1 

 略低於當前水平 17 19 

 大幅低於當前水平 2 3 

 回到目標水平或範圍內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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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您認為未來 2-3年對外匯存底管理影響最大的 3個因素? 

 

 

 

問題 4：考慮過去 5年的經驗，是否仍有持續累積外匯存底的必要? 

 

問題 5：2024年貴國央行外匯存底規模的變化? 

 

 

 

問題 6：貴國央行的外匯存底存續期間為何? 

 

 

 

 2024年調查 2023 年調查 

 美國貨幣政策 43% 22% 

 全球政治經濟情勢變化 39% 30% 

 持續高通膨和全球利率 28% 24% 

 黃金、石油和大宗商品價格的
變化 

16% 17% 

 匯率波動 16% 14% 

 中國經濟情勢 14% 8% 

 增加 ESG 投資的要求 5% 1% 

 出售透過量化寬鬆獲得的資產 1% 1% 

 2024年調查 2023 年調查 

 同意 70% 54% 

 不同意 20% 10% 

 不確定 10% 36% 

 2024年調查 2023 年調查 

 大幅增加 26% 18% 

 小幅增加 46% 18% 

 沒有變化 11% 21% 

 小幅減少 15% 33% 

 大幅減少 2% 10% 

 2024年調查  

  1年內 35%  

  1至 2年 22%  

  2至 4年 19%  

  4年以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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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續上題)與指標基準(benchmark)的偏差極限是多少? 

 

問題 8：您預計到 2024 年底貴國央行外匯存底將持的人民幣比例? 

 

問題 9：貴國央行的外匯存底中管理多少種貨幣? 

 

 

 

 

問題 10：您預期未來 12個月貴國央行黃金持有量的變化? 

 

 

 

 

 

 2024年調查  

  3個月內 28%  

  3-6個月 39%  

  6個月至 1年 22%  

  1年以上 11%  

 2024年調查 2023 年調查 

 目前不投資 22% 33% 

 外匯存底的 1%以下 24% 11% 

  1%至 5% 30% 33% 

  5%至 10% 15% 10% 

 超過 10% 9% 13% 

 2024年調查  

  1-3種 22%  

  4-6種 39%  

  7種以上 39%  

 2024年調查 2023 年調查 

  增加 43% 36% 

  無變化 31% 38% 

  減少 7% 3% 

  無持有黃金 1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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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1：貴國央行外匯存底是否投資公司債股票? 

 

 

 

 

問題 12：貴國央行外匯存底由外部經理人管理的比例? 

 

 

 

 

問題 13：貴國央行是否對外匯存底組合的戰略資產配置(SAA)進行

調整? 

 

 

 

 

 

問題 14：您認為 ESG債券在外匯存底管理中可以發揮作用嗎? 

 

 

 

 2024年調查  

  兩種皆有 13%  

  公司債 22%  

  股票 4%  

  兩種皆無 61%  

 2024年調查 2023 年調查 

  0-10% 80% 72% 

  10-20% 11% 18% 

  20-30% 5% 3% 

  30%以上 4% 7% 

 2024年調查 2023 年調查 

  是，計劃在 2024年調整 SAA 22% 31% 

  是，過去 3年內已調整 SAA 24% 23% 

  否，SAA近年未改變，但計劃 

    未來 1-2年內進行調整 
26% 36% 

  否，SAA近年未改變，且沒有 

    調整計劃 
28% 10% 

 2024年調查 2023 年調查 

  是 59% 54% 

  可能 33% 36% 

  否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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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5：您是否將 ESG標準納入外匯存底的投資管理? 

 

 

 

 

總結 

本次調查顯示，受訪者對經濟挑戰和外匯存底管理的未來趨勢持謹

慎樂觀態度，並認為在持續高通膨且地緣政治風險的背景下，美國

貨幣政策和全球經濟局勢將是主要影響因素。同時，儘管 ESG 債

券的角色受到肯定，但實際落實尚待進一步推動。59%的受訪者認

為 ESG 債券在儲備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僅 30%的中央銀行目

前在投資管理中納入 ESG 標準，39%計劃於未來 1-2年內採用。 

 

 

 

 

 

 

 

 

 

 

 2024年調查 2023 年調查 

  是 30% 28% 

  計劃在未來 1-2年內納入 39% 26% 

  沒有計劃 3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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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及心得 

中央銀行在當前外匯存底管理中所面臨的挑戰日益複雜，涵蓋

了全球經濟、地緣政治、氣候變化等多方面的風險，在瞬息萬變的

環境下，追求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的任務也增添難度，為了應

對這些挑戰，央行需要採取靈活的投資管理策略，包括多元化投

資、加強流動性管理、納入可持續投資原則、動態風險管理以及增

加透明度與問責制。這些措施能夠幫助央行在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確

定性中保持外匯存底的穩健性和靈活性。 

本次與會成員一致認同永續投資與轉型金融不只是未來趨

勢，更是央行治理的第四支柱(pillar)，因為這是各國政府淨零目標

所賦予央行的責任。各國央行應盡速將 ESG 永續投資納入外匯存

底投資組合，建構相關之永續投資策略及風險管理架構，保持多元

化、分散不同發行人的風險。設定具體的碳減排目標，以確保其投

資組合符合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這類目標能夠提高央行在綠色投

資中的長期承諾，同時也提升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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