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紀征程榮耀香江  繼往開來再譜新篇  

熱烈祝賀中國銀行在港服務100周年  

中國銀行暨中銀香港董事長  陳四清 

 

今年是中國銀行在港服務100周年！在這個喜慶的日子裡，我又一次回到香港。雖然因為工作關

係，每年都會多次來港，但這次專門為慶祝中銀香港百年華誕而來，心中充滿了喜悅和感慨。 

 

百年慶典嘉賓雲集  百年基業歷久彌新 

7月7日，中銀香港百年華誕慶祝大會在香港會展中心隆重舉行。這次盛會群英薈萃、嘉賓雲集、

盛況空前，大家都用最美好的語言向中國銀行在港服務100周年表示熱烈的祝賀，向中銀香港的未來

發展表示衷心的祝福和期許。 

剛剛履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在慶典上表示：「中國銀行扎根香港一百年，

見證香港的成長。中銀香港既擁有悠久的歷史，亦不斷與時並進，為客戶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務……

中銀香港對於促進香港與內地的共同發展，以及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與林鄭月娥行政長官一樣，還有一些老領導和很多老朋友、老客戶也向我們表達了熱烈的祝賀與

美好的祝福。特別是80高齡的全國政協董建華副主席，親自來到慶典現場表示祝賀，並向我們親切回

憶了他與中銀香港的一些往事。這些老朋友、老客戶的熱情讓我們分外感動，也讓我們由衷地感激。

從他們的身上，我感受到了香港各界朋友和廣大客戶對中國銀行的信任和支持。他們是中國銀行在香

港扎根的土壤，是中國銀行在香港成長的基石。正是因為他們的認可與鼓勵，中銀香港才能從一株幼

苗成長為參天大樹，成就了這一百年的榮耀。 

根深才能葉茂！一百年來，中銀香港自覺把根深植於廣大客戶之中，始終堅持以客戶為中心，努

力為客戶創造價值，獲得了廣大客戶的認可。今天的中銀香港，已經擁有個人客戶400多萬個，擁有

企業和機構客戶20多萬家，客戶遍及香港的各行各業、千家萬戶。特別是，在個人客戶中，在中銀香

港開戶10年以上的客戶接近200萬個；在公司客戶中，跟中銀香港保持業務合作超過10年以上的企業

有9萬多家，與我們合作時間最長的已經超過50年。 

可以說，正是因為有這些忠實的客戶，才使得中國銀行在港的事業，雖歷經百年而依然生機盎然，

充滿蓬勃向上的力量；也正是因為有這些忠實的客戶，我們才有可能在新的100年中繼往開來、再創

輝煌。 



時代在變化，客戶也在變化！我們的服務也應該因時而變、因客而變。希望中銀香港的同事們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用更好的金融服務廣交朋友、厚植根基，讓我們的老朋友、老客戶越來越多，同時

也讓我們的新朋友、新客戶越來越多，讓我們在香港發展的基礎越來越扎實。 

 

香江之畔老友相聚  撫今追昔心潮起伏 

在慶祝中國銀行在港服務100周年之際，很多曾經在香港工作過的老領導、老同事，都懷著深厚

的感情回到了香港。看到中國銀行在港發展的輝煌成就，他們的自豪之情溢於言表。大家還深情地回

憶起在港工作時的經歷，這都是他們人生旅程中永不磨滅的記憶。 

這次慶典上，我還見到了很多中南銀行的老領導、老同事。很多同仁已經是多年不見，再次相見

格外親切，讓我又想起在中南銀行工作的那段難忘經歷。 

1996年，我從湖南省分行外派到香港，在原中銀集團姊妹行之一的中南銀行香港分行工作了四年

多。當時的香港金融業與內地相比，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先進。比如我們現在常說的多元化業務。在上

世紀90年代中後期，香港已形成門類齊全、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而內地的資本市場才剛剛起步。當

時中南銀行就開辦了銀行代客證券買賣、證券抵押貸款、代理保險等業務，使我在商業銀行業務之外，

學到了投資銀行、資產管理、保險業務等全面的金融知識。還有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方面，當時香港

的銀行已經對貸款採用五級分類的方法，並提取充足的減值準備，而內地還是採用「一逾兩呆」的方

法。可以說，在中南銀行四年多的工作，讓我對國際銀行業的發展趨勢和先進做法有了切身的體會和

深入的瞭解，這對我以後的工作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更讓我受益匪淺的是，在中南銀行工作期間，我還有幸得到很多老領導、老前輩、老同事的關心、

指導和幫助，親身感受到他們愛國愛港的赤誠情懷和愛行敬業的崇高操守。 

原中南銀行總經理孫羽侯先生就是一位讓我非常敬佩的老前輩。孫老是一位享有盛譽的銀行家，

也是一位典型的愛國知識份子。年輕時，他在天津工作，當時天津租界外國銀行林立，中國的金融市

場都被外國銀行壟斷和操縱，民族金融備受擠壓。這種情況讓孫老異常痛心。他帶著金融報國的強烈

意識，潛心鑽研外匯業務，工作卓有成效。1951年被派到金城銀行香港分行開拓押匯業務，1975年

調到中南銀行香港分行任總經理，1984年退休後擔任中南銀行香港分行顧問。在他任上，正逢國家

改革開放，他帶領中南銀行抓住機遇，積極增設網點，大力拓展業務，為中南銀行的發展壯大奠定了

基礎。他還高度重視培養青年人，常常利用下班時間舉辦培訓班，親自授課，許多當年聽過他講課的

青年人，後來都取得了突出的工作成果。最讓我們感佩的是孫老「一片丹心惟報國」的家國情懷，他

一生淡泊名利，在港工作50年，竟然沒有給自己留下一份財產，住房都是長期向銀行租借的。孫老無

私奉獻、精忠報國的精神，得到同事們由衷的愛戴，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原中南銀行總經理吳亮星先生是一位讓我非常尊重的老領導。他不僅是一位管理嚴格、業績突出

的銀行行長，更是一位香港社會事務的重要參與者。香港回歸前，吳總擔任了中英土地委員會中方代

表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土地基金受託人。1988年土地基金成立時，淨資產只有7.72億港元，到1997年

移交給第一屆特區政府時，基金賬面淨資產近2,000億港元，年度回報率高達13.1%。作為中方代表，

他與英方代表據理力爭，努力保障特區政府的利益，為香港回歸祖國作出了重要貢獻。香港回歸後，

他先後當選臨時立法會議員及第一、二、四屆立法會議員。2003年開始，他連續當選為第十屆、十



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長期以來，吳總作為中銀的代表，積極參政議政，廣交各界朋友，發揮

了重要作用。在他的帶領下，中南銀行不僅業務快速成長，而且進一步發揚了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 

重組前中南銀行最後一任總經理王振鈞先生也是讓我獲益匪淺的良師。1998年8月他臨危受命，

在總行、港處領導下，帶領中南銀行全體員工克服種種困難和壓力，較好地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衝

擊，保持了業務的平穩發展，在調整業務結構、加強風險管控等方面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到中南銀行

之前，他擔任澳門分行總經理多年並作出重要貢獻，鞏固了澳門分行在同業中的領先地位，成功組織

了中國銀行澳門鈔票發行，使澳門分行成為促進澳門主權平穩過渡和金融穩定的重要力量。他學識廣

博，為人正直，和善幽默，長期在總行管理部門和海外機構擔任領導職務，有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和

較高的領導水平，我從他身上學到了許多寶貴的工作經驗及人生哲理。 

中南銀行讓我難忘的老領導、老前輩、老同事還有很多，孫老和吳總、王總是他們中間的突出代

表。他們熱愛祖國、熱愛香港的誠摯情懷，他們以行為家、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他們銳意進取、開

拓創新的拼搏精神，他們爐火純青、精湛深厚的專業造詣，他們以人為本、敢抓善管的領導藝術，他

們關心後輩、獎掖後進的長者風範，都給我很多的教誨和薰陶，是我終身學習的榜樣。 

中國銀行的事業之所以能夠一個世紀以來永續發展，並將繼續綿延向前，就是因為有孫老、吳總

和王總這樣的中行前輩，一代接一代地把中國銀行的優良傳統傳承下來。作為後來者，應該永遠懷著

感恩的心，繼承和發揚前輩們的光榮傳統，用加倍的努力和付出，把中國銀行這塊金字招牌舉得更高、

擦得更亮。 

 

見證香港回歸祖國 東方之珠更加璀璨 

中國銀行在港服務100周年，恰逢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這讓我想起20年前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

性時刻，當時的情景又一一浮現在眼前。 

1996年春天我到香港時，迎接回歸的氣氛已經逐漸熱烈起來。中銀集團也在積極為香港回歸祖國

做準備。在港澳管理處的統一安排下，我們舉行了「迎回歸春節酒會」、「回歸倒計時」，還參加了

香港公益金舉辦的「迎回歸青嶼幹線百萬行」等多項活動，充分表達了中銀員工對香港回歸祖國的喜

悅之情。 

最重要的日子終於來到了。1997年6月30日那天，行裡放假，我和幾個同事一大早就出門，先到

港督府，看著末代港督彭定康如何離開香港；再到添馬艦，看著英國駐軍如何撤離。7月1日零時，香

港回歸祖國交接儀式在香港會展中心隆重舉行，我們通過電視直播全程觀看了交接過程，見證了香港

回歸祖國這一永載史冊的偉大時刻。當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在雄壯的國歌聲中冉冉升起的時候，我和

同事們都忍不住熱淚盈眶。 

7月1日早晨下起了瓢潑大雨，仿佛是老天爺在用這種方式，將中華民族一百多年的屈辱洗刷乾淨。

那天早上，中銀集團在中銀大廈南門外廣場，隆重舉行了升旗儀式。雖然雨下得很大，但是在場所有

的領導和員工都精神抖擻、士氣高昂。大家的心中，都滿懷著揚眉吐氣的自豪之情，都充滿了對香港

未來的美好祝願。 

日月更迭，春秋代序。當時的情景好像還發生在昨天一樣，轉眼間香港已經回歸祖國20年了。20

年來，作為一名在香港工作過的中銀人，我為香港取得的每一點進步而高興，為香港遇到的每一次挑



戰而揪心，為香港出現的每一個波折而憂慮。讓我們高興的是，不管遇到甚麼樣的艱難險阻，不管經

歷甚麼樣的風雨考驗，香港始終沿著正確的道路前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偉大實踐取得了巨大成

功。我記得在香港回歸前夕，美國《財富》雜誌曾以大字標題的封面故事預言：香港已死。然而20

年之後，香港用事實駁斥了《財富》雜誌這個危言聳聽的預言。東方之珠的風采浪漫依然，光芒更加

璀璨！ 

習近平主席在今年「七一」視察香港時指出，只要我們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堅持全

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聚精會神

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齊心協力、團結奮鬥，就一定能夠開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此，我也希望每一位中銀香港的同事，都為這個目標努力奮鬥，為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做

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歷經香港百年風雨 攜手與共再啟新程 

中國銀行在港服務已經100年了。100年來，中國銀行經歷了中華民族從苦難中崛起並走向偉大復

興的歷史進程，見證了香港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化大都會的壯闊波瀾。 

中國銀行從扎根香港之日起，就堅持「根植於斯、服務於斯」的宗旨，自覺把自身的發展融入到

香港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之中，在香港發展各個歷史階段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特別是在香港回歸祖國

前後，中國銀行充分發揮自身長期植根香港的優勢，為香港順利回歸祖國並保持繁榮穩定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1982年6月15日，小平同志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香港代表團時宣佈中國政府將收回香港主權，

實行「一國兩制」。同月，國務院召開港澳工作會議，決定由中國銀行負責研究如何保持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和港幣的地位問題。中國銀行迅速成立以港中行為主的工作組，研究形成了《關於保持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繼續使用港幣問題的意見》，提出了收回香港主權後「三個保持」、「兩個

改善」、「兩個穩定」和「一個控制」的建議，這些意見後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裡都得到

了體現。 

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翌日，泰國抵受不住國際炒家的接連衝擊，被迫

宣佈泰銖與美元脫鉤，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當天泰銖匯率大跌20%，拉開了長達一年多的亞洲金融風

暴的序幕。1998年8月的第一周，在謠言四起的市場氣氛下，國際炒家突然對香港發難，8月5日，在

短短半天內就拋出約290億港幣的沽盤，8月13日，香港股市在謠言恐慌的氣氛中再度急挫。面對危

機，香港特區政府果斷出手，於8月14日入市打「大鱷」。中銀積極配合特區政府，帶領部分香港本

地銀行拋售美元，購買港幣。經過10個交易日的對壘，這場「官鱷大戰」以特區政府的勝利而結束，

中銀在此戰役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這只是中國銀行服務香港社會的兩個事例。100年來，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也正是因為如此，

中國銀行得到香港各界的廣泛信任和支持，自身也成長為香港最大的銀行集團之一。可以說，中國銀

行在港服務的100年，就是一個不斷融入香港社會的歷程，也是一個持續服務國家民族的歷程。100

年的歷史證明，一家銀行，只有自覺地把自身命運融入到民族復興、國家進步的偉大進程之中，融入

到當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宏偉事業之中，才能獲得歷久彌新的生命力，才能實現基業長青的光榮



與夢想。 

回顧歷史，我們充滿自豪；展望未來，我們滿懷期待。在中銀香港開啟新的世紀征程之際，集團

啟動了對東南亞機構的整合，將東南亞地區的資產注入中銀香港，支持中銀香港從城市銀行向國際化

區域性銀行轉型。中銀香港將迎來新一輪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古人云：「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歷史的接力棒，就是這樣一棒接一棒地傳遞下去。站在一百年

這個承前啟後的歷史方位上，衷心希望中銀香港的同事們，繼續發揚愛國愛港的傳統，繼續秉承追求卓越

的精神，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努力創造中銀香港發展的新輝煌，無愧於光榮的歷史，無愧於偉大的時代！ 

衷心祝願祖國好，香港好！衷心祝願中國銀行和中銀香港明天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