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積跬步致千里  金融改革先鋒  
 

今年是中國銀行在港服務100周年。一個世紀以來，任憑歷史風雲變幻，中銀香港始終秉持扎根

香港、面向世界、做好銀行業務、承擔社會責任的理念，抓住不同時期的發展機會，兢兢業業，辛勤

耕耘，不斷壯大規模，擴充實力，跨入國際先進銀行行列。 

如今，中銀香港已是香港舉足輕重的主流銀行，也是香港三家發鈔銀行之一、香港唯一的人民幣

清算行和香港銀行公會三家輪值主席行之一。從員工規模看，經過百年發展，中銀香港在本地的員工

總數已從創始初期不足10人擴大到現在超過1.2萬人；從營業網點看，從最初的1間分號發展成為今天

分行網點最多，並擁有1,000多台自助設備和網上銀行及手機銀行等高效電子渠道；從業務範圍看，

從最初的存放匯業務到能夠為個人、各類企業及機構客戶提供多元化的金融及投資理財服務，中銀香

港的百年歷程，譜寫了一曲攜手企業和市民相伴同行百載的動人樂章。 

 

矢志不渝  服務實業 

創立初期，和同時期的內資銀行一樣，中銀在港服務對象主要是華商和華僑。他們講人情、重信

義，而且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立足長遠，與客戶保持良好關係，從而贏得良好聲譽和穩固的市場

地位。這個傳統成為中銀在港服務實業、促進香港經濟轉型和發展的引擎。 

港中行成立初期，匯兌是看家業務。針對不少僑胞識字困難的情況，港中行從客戶需求出發，同

意凡屬不能簽字者，准其畫「十」字為證，對不願帶現金回鄉的者，則以代辦委託的形式，幫助他們

實現異地取款。種種方便客戶的做法，讓僑胞對港中行的服務讚不絕口，加上內地通匯點眾多使港中

行成為僑匯轉匯內地的樞紐行。 

20世紀40年代，許多上海企業家訂購的紡紗、織布設備因戰亂轉運或存留在香港。港中行積極響

應企業家的需求，提供了一條龍服務，提供押匯開證、資金周轉等，並批出5,000萬港元貸款額度，

配合他們買土地、蓋廠房，支持辦廠開業，直接促進了當地紡織業發展，為香港居民創造了更多就業

機會。當時，香港經濟正處於以貿易為主到工業發展的轉型期，港中行為紡織企業提供的金融服務為

香港工業奠定了基礎，後來經過數年發展，香港的紡織業達到近100萬紗錠的生產規模，推動了香港

早期工業化發展。 

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中期，中國銀行倫敦分行和港中行（還有在港其他中資銀行）的處

境雖然存在很多困難，但在國家正確政策方針的指導和中國銀行總行的領導下，在銀行職工的辛勤努

力和有關部門的協調配合下，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外匯結算中心，為國家經濟



建設貢獻了力量。 

20世紀60年代，由於種種原因，諸多中資銀行海外機構停業。到1971年，中國銀行的海外機構只

保留了倫敦分行、香港分行和新加坡分行，海外業務主要集中在香港。60年代初，我國對外貿易以

海洋運輸為主，面對全國僅有20餘艘貨輪，進出口主要靠租用外輪，租金十分昂貴的困境，1964年1

月，經國務院批准，由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利用香港中資銀行上存的外匯存款，貸款給交通部用來進口

舊船、訂造新船以及建設修船基地等。經過中銀多年的全力支持，我國建立起一支具有相當規模的遠

洋船隊，逐步扭轉依賴租用外輪的局面，為迅速壯大我國遠洋運輸事業作出了貢獻。 

在改革開放前，由於香港是內地重要的出口和轉口中心，也是吸收外幣存款和經辦僑匯的重要地

區，港中行及其他中資銀行積極配合貿易部門開展對外貿易，支持出口，同時，努力加強華僑服務，

大力吸收僑匯，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支持和保障。當時，香港中資銀行基本集中在港島中區，機構少、

規模小，業務難以拓展，為了滿足業務發展的需要，中資銀行開始向九龍及新界地區擴展。據統計，

中資銀行自20世紀60年代到1974年的十多年間，分支機構從30多家發展到100餘家，各項業務得到

快速發展，中資銀行在香港市民中的影響越來越大，銀行存款有了顯著增長。 

改革開放初期，港中行與日資及美資銀行合資成立「中芝興業財務有限公司」，為內地提供項目

融資。中銀集團參與了首家來港上市的國企——青島啤酒的股權重組，在青啤上市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

用；協助引進大量港資及外資到內地投資，為此類企業長期在內地發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扶植

了一大批內地港資企業發展壯大。 

改革開放後，中銀集團直接或間接參與了大量内的重大建設項目。透過牽頭組織銀團貸款，提供

投資、擔保、押匯等金融服務，為內地經濟建設擔當中間人，積極牽線搭橋。一方面，中銀集團發揮

窗口作用，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助力內地經濟騰飛。期間，中銀集團積極配合內地企業進出口貿易

及全球化發展。中銀集團貿易金融服務水平領先市場同業，逐步發展成為行業標桿。同時，積極支持

內地企業投資建廠、承包大型工程、設立海外分支機構。另一方面，也充分發揮橋樑作用，推進外資

企業進入內地，引進國外資金、技術、人才支持國內企業。 

 

創新發展  精益求精 

2001年10月1日，原中銀集團的10家銀行正式重組合併為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這10家行

包括港中行和7家內地成立銀行（廣東省銀行、新華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國華商業銀行、浙

江興業銀行和鹽業銀行）的香港分行，以及香港註冊的華僑商業銀行和寶生銀行。中銀香港同時持有

南洋商業銀行、集友銀行的股權。這是當時香港銀行史上最大規模的機構合併及資產重組，為中國銀

行在香港的發展掀開了新的一頁。2001年底，重組合併後的中銀香港員工總數逾1.3萬人，資產總額

為7,661億（港元，下同），存款和放款分別為6,064億和3,230億，在香港銀行業位居第二。 

隨後，中銀香港於2002年7月15日至18日向市場公開招股，獲得市民踴躍認購，零售超額認購26

倍。7月25日上午，中銀香港（股票編號2388）在港交所掛牌上市。中銀香港成功重組上市，為國有

商業銀行利用香港資本市場上市集資、完善公司治理機制以及國際化發展起到了有益的探索和示範作

用。 

近年來，中銀香港按照母行中國銀行的統一部署，緊密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開始由城市



銀行向區域性銀行發展轉型。作為中國銀行集團東南亞戰略的重要部分，中銀香港於2016年5月開始，

先後出售南商及集友兩家附屬銀行，同時著手陸續收購母行在東南亞的部分機構，並在文萊開設分行，

開始向區域性銀行轉型，積極參與構建「一帶一路」金融大動脈，大力支持「一帶一路」建設。 

2015年3月，中銀香港提出了新的發展戰略：跑贏大市，對標先進，確保領先中資同業，為中國

銀行集團多作貢獻，為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多作貢獻。經過兩年

多的實踐，中銀香港的業務發展、盈利能力等方面成效初步顯現。 

2017年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達港幣172.16億元，其中持續經營業務的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

146.27億元，同比上升24.5%，再創上市以來新高。 

財務實力雄厚穩健。截至2017年6月末，總資產達港幣26,399.64億元。持續經營業務的平均總資

產回報率及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為1.24%、14.13%，同比分別上升0.12和2.35個百分點。普通股權

一級資本比率提高至17.66%，總資本比率達到21.76%。淨息差為1.62%，同比大幅上升34個基點，

帶動淨利息收入增長41.0%至港幣168.79億元。成本收入比為26.17%，成本效益處於同業較佳水平。 

主要業務跑贏大市。截至2017年6月末，客戶貸款餘額達港幣1.10萬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2.9%，

高於市場10.2%的增速；客戶存款餘額達港幣1.65萬億元，較上年末增長9.3%，高於市場5.6%的增

速。個人銀行、企業銀行及財資業務三大業務板塊均衡發展，稅前溢利分別同比增長12.7%、14.2%

及19.9%。新造按揭宗數同比增長74%，跨境內地客戶數同比增長17%，繼續保持港澳地區銀團貸款

安排行市場排名首位，IPO收款行業務領先同業，集資額佔市場一半以上；企業銀行板塊的中小企貸

款較上年末增長10%，繼「滬港通」、「深港通」後，再獲「債券通」結算獨家開戶行資格。 

市場地位和品牌形象進一步提升。獲《亞洲銀行家》評為「亞太及香港區最穩健銀行」、「香港

區最佳零售銀行」及「最佳財富管理銀行」獎等多個獎項，被英國《銀行家》評為「香港區最佳銀行」，

其他多個業務領域亦屢獲殊榮。 

2017年5月14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開幕，29名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

習近平主席在高峰論壇的講話獲得香港金融界熱烈回應。習主席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彰顯了

金融服務在「一帶一路」推進中扮演的至關重要的角色。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資金、人才和

先進的服務，同時具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將可扮演「一帶一路」最重要的金融服務樞紐，發

揮「超級聯繫人」作用。 

今年正值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又逢中國銀行在港服務100周年，中銀香港將與香港各界一起把握

「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機遇，堅持創新發展、轉型發展、區域化發展、可持續發展，深耕香港本地

業務，積極推進東南亞區域發展，全面提升區域輻射能力。 

 

(載於《大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