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闖蕩國際金融舞台  中資銀行傑出代表  
 

20世紀初的香港銀行林立，主要分為兩大類：外資銀行和傳統銀號。中銀香港的前身是1917年中

國銀行在香港設立的分號。中資銀行在創立初期，面臨兩大挑戰：一是與外資銀行競爭；二是努力獲

取中資工商業支持。透過創新管理經營，香港的中資銀行逐漸壯大，成為香港銀行業中獨樹一幟的力

量。中國銀行在港服務一個世紀的歷史就是一部中資銀行闖盪國際金融舞台的精彩故事，在見證香港

的政治轉軌、經濟轉型、銀行業改革發展的同時，還與時俱進實現了自身的發展壯大。 

 

金融興邦  勇於擔當 

20世紀50至60年代，香港銀行業服務內容漸趨多元化。這個時期的中資銀行業務逐步擴大，分行

網點開始擴張。 

20世紀60年代，國家外匯緊缺時期，港中行積極發揮自身優勢，1964年1月，經向國務院提議獲

批，利用香港中資銀行上存在中行總行的外匯存款，試辦交通部買船、造船貸款，迅速壯大我國遠洋

運輸事業。1967年到1969年，英鎊突然貶值，我國出口貿易蒙受損失，中國銀行向國家提出試辦人

民幣計價結算的建議，得到有關部門採納，港澳中資銀行積極配合。從1968年廣交會使用人民幣計

價結算後，人民幣的知名度逐步提高，港中行因此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第一推手。20世紀70年代

初，西方爆發經濟危機，中國銀行決定從1970年5月1日起，在港澳開辦人民幣存款業務，這是以人

民幣計值、港幣收付的一種新的存款方式，從而使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大增。 

 

人民幣國際化的排頭兵 

2003年以來，中銀香港開始投入大量資源，在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立及發展，以

及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方面扮演著新的重要角色。  

2003年12月，中銀香港獲中國人民銀行委任為香港人民幣業務清算行。多年來，作為香港唯一的

人民幣清算行，中銀香港一直積極引領業界推進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及產品創新，先後率先在香港地

區推出人民幣系列信用卡，成功發行首筆人民幣企業點心債，成功辦理首筆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

完成第一筆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FDI)和第一筆人民幣首次公開招股(IPO)的承銷，成為首筆以香港銀

行同業離岸人民幣拆息(CNH HIBOR)定價的人民幣存款證安排行，與富時集團合作推出的離岸人民

幣債券指數成為衡量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走勢的典型指數。多年來，中銀香港在人民幣存款、貸款、

貿易結算等業務市場份額持續保持領先，並成為香港人民幣債券發行的最主要承銷商和人民幣債券市

場、外匯兌換、資金市場及衍生品交易的最主要做市商，交易量名列前茅。 



2009年，中銀香港與東盟及其他相關地區多家商業銀行簽署了《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清算及結算

協議》，把人民幣離岸結算服務延伸到曼谷、馬尼拉、雅加達、新加坡、吉隆坡等主要東南亞城市。 

中銀香港搭建的人民幣RTGS系統，是全球第一個，也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即時支付清算系統，

所有經人民幣RTGS系統交收的交易均具有清算終局性，為參加行提供了一個安全、快捷及高效的即

時清算平台。 

經過多年的發展，中銀香港清算行的參加行數量已超過200家，形成覆蓋6大洲接近40個國家及地

區的全球清算平台，另有超過2,000餘家海外機構通過上述參加行，間接利用香港清算平台進行人民

幣清算。目前，已獲中國人民銀行委任的其他海外清算行也都大量借助香港清算平台完成清算。從清

算服務時間來看，香港人民幣清算行服務已達到20.5小時，並與香港多個金融清算系統全面聯網，可

以完成人民幣、港幣、美元和歐元的同步交收清算，確保所有在港的股票和債券交易均能實現貨銀兩

訖或券款兌付的清算安排。現時中銀香港人民幣RTGS系統清算量佔境外人民幣清算總量約7成。 

 

助力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中銀香港的發展壯大在客觀上成為香港金融業繁榮的重要助推器。 

1979年，中國銀行海外工作會議研究制定了新時期的海外發展方針，明確規定港澳14家中資銀行

採取存總資金利率按成本加0.3%計息，返回港澳滾動發展，逐年擴大各行資金實力。1983年，中國

銀行海外行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了海外業務的發展方向。兩次會議的召開，使中行的海外業務進入蓬

勃發展時期，港澳各行吸收的存款從1978年佔全港的13.16%，提升至1988年的21.8%。 

改革開放後，為充分發揮港澳中資銀行的特殊作用，從1983年1月起，港中行和其他13家中資銀

行及其附屬單位對外統稱為「港澳中銀集團」，形成強大的集團優勢。 

1989年，中銀集團推出「外匯寶」業務，客戶憑存摺可在集團所有分支行辦理近20種外幣的儲蓄

存款交易。這一年，新華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國華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鹽業銀行及廣

東省銀行7家銀行，原由國家所撥的資本改為由中國銀行注資，使其成為中國銀行的全資附屬公司，

在港澳管理處的統一領導下開展業務，中國銀行在港澳的實力和盈利能力大大提升。 

1992年，中銀集團又推出了「金銀寶」業務，客戶憑存摺可在集團所有分支行辦理貴金屬投資。

與此同時，中銀集團香港外匯中心成立，中心的成立令集團外匯業務成本得到控制，有效改善了盈利

狀況。 

伴隨業務的迅速擴張，中銀集團還加快推進科技興行的力度。1991年，中銀集團率先在本地推出電

腦化的電話銀行服務(TBS)。1994年9月，廣東省境內和香港兩地中國銀行ATM機網絡正式聯網。網絡的

開通，使中銀卡及中銀信用卡客戶可在廣東省內主要城市的ATM機上辦理查詢、轉賬及提取港幣或人民

幣現金業務。一系列集團化聯網及資源整合措施大大推進了港澳中銀集團的集團化實力及經營優勢。20

世紀90年代中期，港澳中銀集團的盈利曾達到中國銀行整體盈利的一半，被稱為中國銀行的「半壁江

山」。 

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過程中曾因屢次遭受時局變動、游資作祟的影響，港匯波動、銀行擠兌和股市

崩盤，讓香港金融市場遭受巨大衝擊。中銀香港憑藉自身實力和在香港銀行業的號召力，在歷次金融

風波中，均能通過提供資金和發佈聯合聲明等方式，支持同業渡過難關，成為維護香港金融市場穩定



的中堅力量。 

在香港即將回歸的大環境下，中國銀行於1994年成功發行港幣鈔票，進一步提升了在香港市場的

影響力，加強了市場的信心。1995年，中國銀行香港分行成為香港銀行公會三家輪任主席行之一，

時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羊子林先生於1996年1月代表中國銀行首次擔任銀行公會主席。中國銀

行成為香港發鈔行及銀行公會輪任主席行，打破了英資銀行長期主導香港金融業的局面，是具有里程

碑意義的事件，為香港回歸祖國後金融市場長期繁榮、穩定，乃至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鞏固和提升提

供了有力支持。 

 

區域銀行的華麗轉身 

居安思危，面對日益飽和的香港金融市場，中銀香港已將眼光投向更廣闊的區域——東南亞。2016

年以來，隨著旗下南洋商業銀行和集友銀行的先後出售，以及對母行東南亞機構和業務的陸續收購，

中銀香港拉開了城市銀行向區域性銀行轉型發展的大幕。 

截至目前，中銀香港已經完成母行馬來西亞中國銀行、中國銀行（泰國）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銀

行雅加達分行的收購，第一家海外自建機構文萊分行順利開業。據中銀香港相關人士透露，今年年內

還將計劃完成母行東南亞部分其他機構和業務的收購，成為中國銀行實際意義上的東南亞區域總部和

海外業務旗艦。 

數據顯示，東南亞區域中心人口達6億，GDP逾2.5萬億美元，過去10年平均增長約6%，銀行資

產值達35萬億港元，市場龐大，商機無限。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中國與東盟貿易額有望

進一步攀升。中銀香港瞄準該市場，利用自身成熟的金融產品、專業技術和高端服務優勢，在推動東

盟地區各項業務發展的同時，還將以此為抓手，提高東盟地區的整體市場競爭力。  

市場人士認為，中銀香港可以挖掘獨特的綜合優勢，深耕當地市場，對東盟機構進行一體化經營

和管理。東盟地區是「一帶一路」沿線業務發展的重點地區之一，也是人民幣國際化和企業「走出去」

的重點區域。中銀香港佈局東盟地區必將成為開創中資銀行海外區域化經營的先鋒，未來可望成為當

地的主流銀行。 

全數出售南洋商業銀行和集友銀行股權後，中銀香港資本實力增強，有能力增加對東盟地區的資

金投放力度。截至2016年末，中銀香港在東南亞地區的授信餘額已超過港幣500億元，約為2015年

末的2倍，東南亞已然成為中銀香港業務增長的新引擎。 

中銀香港還將通過項目融資、銀團貸款等形式參與東南亞地區的大型基建項目，發揮香港金融中

心優勢和人民幣業務優勢，強化在東南亞的人民幣交易、清算、理財等能力。 

預計未來，香港和東盟區域將成為發展的兩翼，共同提升中銀香港的環球綜合服務能力。憑藉

身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市場化及專業化優勢，中銀香港將按照母行中國銀行「擔當社會責任，做

最好的銀行」的戰略要求，繼續改革創新，銳意進取，抓住機遇，開拓市場，在東南亞乃至亞太地

區續寫百年傳奇。 

 

(載於《大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