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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银行在港服务 100 周年。一个世纪以来，任凭历史风云变幻，中银香港始终秉持扎根

香港、面向世界、做好银行业务、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抓住不同时期的发展机会，兢兢业业，辛勤

耕耘，不断壮大规模，扩充实力，跨入国际先进银行行列。 

如今，中银香港已是香港举足轻重的主流银行，也是香港三家发钞银行之一、香港唯一的人民币

清算行和香港银行公会三家轮值主席行之一。从员工规模看，经过百年发展，中银香港在本地的员工

总数已从创始初期不足 10 人扩大到现在超过 1.2 万人；从营业网点看，从最初的 1 间分号发展成为

今天分行网点最多，并拥有 1,000 多台自助设备和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等高效电子渠道；从业务范围

看，从最初的存放汇业务到能够为个人、各类企业及机构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及投资理财服务，中

银香港的百年历程，谱写了一曲携手企业和市民相伴同行百载的动人乐章。 

 

矢志不渝  服务实业 

创立初期，和同时期的内资银行一样，中银在港服务对象主要是华商和华侨。他们讲人情、重信

义，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立足长远，与客户保持良好关系，从而赢得良好声誉和稳固的市场

地位。这个传统成为中银在港服务实业、促进香港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引擎。 

港中行成立初期，汇兑是看家业务。针对不少侨胞识字困难的情况，港中行从客户需求出发，同

意凡属不能签字者，准其画「十」字为证，对不愿带现金回乡的者，则以代办委托的形式，帮助他们

实现异地取款。种种方便客户的做法，让侨胞对港中行的服务赞不绝口，加上内地通汇点众多使港中

行成为侨汇转汇内地的枢纽行。 

20 世纪 40 年代，许多上海企业家订购的纺纱、织布设备因战乱转运或存留在香港。港中行积极

响应企业家的需求，提供了一条龙服务，提供押汇开证、资金周转等，并批出 5,000 万港元贷款额度，

配合他们买土地、盖厂房，支持办厂开业，直接促进了当地纺织业发展，为香港居民创造了更多就业

机会。当时，香港经济正处于以贸易为主到工业发展的转型期，港中行为纺织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为

香港工业奠定了基础，后来经过数年发展，香港的纺织业达到近 100 万纱锭的生产规模，推动了香

港早期工业化发展。 

从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中期，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和港中行（还有在港其他中资银行）的

处境虽然存在很多困难，但在国家正确政策方针的指导和中国银行总行的领导下，在银行职工的辛勤

努力和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下，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外汇结算中心，为国家经

济建设贡献了力量。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种种原因，诸多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停业。到 1971 年，中国银行的海外机

构只保留了伦敦分行、香港分行和新加坡分行，海外业务主要集中在香港。60 年代初，我国对外贸

易以海洋运输为主，面对全国仅有 20 余艘货轮，进出口主要靠租用外轮，租金十分昂贵的困境，  

1964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利用香港中资银行上存的外汇存款，贷款给交通

部用来进口旧船、订造新船以及建设修船基地等。经过中银多年的全力支持，我国建立起一支具有相

当规模的远洋船队，逐步扭转依赖租用外轮的局面，为迅速壮大我国远洋运输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改革开放前，由于香港是内地重要的出口和转口中心，也是吸收外币存款和经办侨汇的重要地

区，港中行及其他中资银行积极配合贸易部门开展对外贸易，支持出口，同时，努力加强华侨服务，

大力吸收侨汇，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当时，香港中资银行基本集中在港岛中区，机构少、

规模小，业务难以拓展，为了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中资银行开始向九龙及新界地区扩展。据统计，

中资银行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到 1974 年的十多年间，分支机构从 30 多家发展到 100 余家，各项业务

得到快速发展，中资银行在香港市民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银行存款有了显著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港中行与日资及美资银行合资成立「中芝兴业财务有限公司」，为内地提供项目

融资。中银集团参与了首家来港上市的国企——青岛啤酒的股权重组，在青啤上市过程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协助引进大量港资及外资到内地投资，为此类企业长期在内地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扶

植了一大批内地港资企业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后，中银集团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大量内的重大建设项目。透过牵头组织银团贷款，提供

投资、担保、押汇等金融服务，为内地经济建设担当中间人，积极牵线搭桥。一方面，中银集团发挥

窗口作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助力内地经济腾飞。期间，中银集团积极配合内地企业进出口贸易

及全球化发展。中银集团贸易金融服务水平领先市场同业，逐步发展成为行业标杆。同时，积极支持

内地企业投资建厂、承包大型工程、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另一方面，也充分发挥桥梁作用，推进外资

企业进入内地，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才支持国内企业。 

 

创新发展  精益求精 

2001 年 10 月 1 日，原中银集团的 10 家银行正式重组合并为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这 10

家行包括港中行和 7 家内地成立银行（广东省银行、新华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国华商业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和盐业银行）的香港分行，以及香港注册的华侨商业银行和宝生银行。中银香港同时持

有南洋商业银行、集友银行的股权。这是当时香港银行史上最大规模的机构合并及资产重组，为中国

银行在香港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2001 年底，重组合并后的中银香港员工总数逾 1.3 万人，资产

总额为 7,661 亿（港元，下同），存款和放款分别为 6,064 亿和 3,230 亿，在香港银行业位居第二。 

随后，中银香港于 2002 年 7 月 15 日至 18 日向市场公开招股，获得市民踊跃认购，零售超额认

购 26 倍。7 月 25 日上午，中银香港（股票编号 2388）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中银香港成功重组上市，

为国有商业银行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集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国际化发展起到了有益的探索和

示范作用。 

近年来，中银香港按照母行中国银行的统一部署，紧密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开始由城市

银行向区域性银行发展转型。作为中国银行集团东南亚战略的重要部分，中银香港于 2016 年 5 月开

始，先后出售南商及集友两家附属银行，同时着手陆续收购母行在东南亚的部分机构，并在文莱开设



分行，开始向区域性银行转型，积极参与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大力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2015 年 3 月，中银香港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跑赢大市，对标先进，确保领先中资同业，为中

国银行集团多作贡献，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多作贡献。经过两

年多的实践，中银香港的业务发展、盈利能力等方面成效初步显现。 

2017 年上半年，股东应占溢利达港币 172.16 亿元，其中持续经营业务的股东应占溢利为港币

146.27 亿元，同比上升 24.5%，再创上市以来新高。 

财务实力雄厚稳健。截至 2017 年 6 月末，总资产达港币 26,399.64 亿元。持续经营业务的平均

总资产回报率及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为 1.24%、14.13%，同比分别上升 0.12 和 2.35 个百分点。普

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提高至 17.66%，总资本比率达到 21.76%。净息差为 1.62%，同比大幅上升 34

个基点，带动净利息收入增长 41.0%至港币 168.79 亿元。成本收入比为 26.17%，成本效益处于同

业较佳水平。 

主要业务跑赢大市。截至 2017年 6月末，客户贷款余额达港币 1.1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2.9%，

高于市场 10.2%的增速；客户存款余额达港币 1.65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9.3%，高于市场 5.6%的

增速。个人银行、企业银行及财资业务三大业务板块均衡发展，税前溢利分别同比增长 12.7%、14.2%

及 19.9%。新造按揭宗数同比增长 74%，跨境内地客户数同比增长 17%，继续保持港澳地区银团贷

款安排行市场排名首位，IPO 收款行业务领先同业，集资额占市场一半以上；企业银行板块的中小企

贷款较上年末增长 10%，继「沪港通」、「深港通」后，再获「债券通」结算独家开户行资格。 

市场地位和品牌形象进一步提升。获《亚洲银行家》评为「亚太及香港区最稳健银行」、「香港

区最佳零售银行」及「最佳财富管理银行」奖等多个奖项，被英国《银行家》评为「香港区最佳银行」，

其他多个业务领域亦屡获殊荣。 

2017 年 5 月 14 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29 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出

席，习近平主席在高峰论坛的讲话获得香港金融界热烈回应。习主席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彰

显了金融服务在「一带一路」推进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资金、人

才和先进的服务，同时具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将可扮演「一带一路」最重要的金融服务枢纽，

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 

今年正值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又逢中国银行在港服务 100 周年，中银香港将与香港各界一起把

握「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坚持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区域化发展、可持续发展，深耕香港本

地业务，积极推进东南亚区域发展，全面提升区域辐射能力。 

 

(载于《大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