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忠誠的愛國僑領莊世平 
 

莊世平，1911年生於廣東省普寧縣果隴鄉。1934年，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經濟系。1949年，在

香港創辦南洋商業銀行（簡稱「南商」），第二年創辦澳門南通銀行（簡稱「南通」）。靠著審時度

勢、對經濟金融的廣博知識以及不懈努力，他在香港漸漸擁有了巨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南商也由一

間名不見經傳的小銀行躍升為具有相當規模的香港註冊銀行，躋身當地銀行前列。莊世平自創辦南商

起即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並歷任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副主任、華僑商業銀行常務董事、集友銀行副

董事長、僑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退休之後還榮任南商名譽董事長和中國銀行名譽副董事長。莊世

平還歷任第二至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委員，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常

委。2007年4月，浦東中學為紀念校友莊世平，將新建體育館命名為「世平樓」。 

 

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1931年，「九 一八」事變後，莊世平受到愛國思想的影響，參加了愛國抗日運動。大學畢業後，

他南渡泰國，先後擔任新民中學副校長和中華總商會創辦的中華中學訓育主任，後獲聘為《中原日報》

編輯，同時，還在中華總商會和潮州會館兩大社團工作。 

1937年，日寇發動「七 七」事變，莊世平參加「泰國華僑抗日聯合會」成為負責人之一，並擔

任了「學抗」、「青抗」和「商抗」的領導工作，發動僑胞捐款支援八路軍、新四軍，引導華僑青年

回國參加革命。1940年，他以《中原日報》記者身份先後到過馬來亞（現馬來西亞）、新加坡和緬

甸，沿滇緬公路進行採訪，撰寫文稿，宣傳「抗戰到底、抗戰必勝」的信念，鼓舞華僑支援抗戰的熱

情。 

1941年，日寇南侵佔領泰國後，莊世平在日軍追捕下離開泰國轉去老撾、越南、广西、重慶等地

經商，並以商業據點為掩護開展活動。抗戰勝利後，他在越南河內創辦安達公司，並在泰國設立分公

司，成為前蘇聯在東南亞的商業總代理。1948年初，他從泰國轉來香港，繼續從事經濟建設。 

 

組建南洋商業銀行 

1949年仲夏，渡江戰役的硝煙剛剛散盡，解放軍馬不停蹄揮師南下，全國解放在即。莊世平看到，

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日益突出，轉口貿易、旅遊業的發展必然會促進金融業的蓬勃興旺，他

認為新中國應該在那裡佔有一席之地。加上解放初期，新中國受到部分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和物資禁

運，要打破封鎖、聯繫華僑、溝通僑匯就一定要在香港建立新中國自己的銀行。 



在一無經驗、二少資本的情況下，經過緊張的籌備，莊世平牽頭組建的南商於1949年12月14日在

港島中區德輔道中167號正式成立。1950年，莊世平又在澳門開辦了南通（澳門中行前身）。這兩間

銀行，是新中國成立後以私營名義最先在香港、澳門當地註冊的中資銀行。 

創辦之初，在莊世平的領導下，南商、南通兩行堅持「便利僑匯、服務僑胞」的宗旨，積極協助

僑胞尋找親屬，通過僑匯為其國內親屬解決物資短缺問題，深得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的信賴和好評，

成為名副其實的「華僑之家」。 

解放初期，全國統一貨幣，國內銀行收兌了許多外幣，單廣東省就收回了5億多元港幣，但這些

財富留在國內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為此，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葉劍英、副主席方方，邀請莊世平到

廣州，商量並決定把這5億多元港幣運到香港。莊世平為了安全穩妥地運送這批外幣，親自佈置，並

就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準備了應急方案。每到約定時間，他都守在電話機旁，直到解款的同事順利歸

來，才放心離去。開始時運送40萬港幣，後來逐步增加。半年後，5億多元港幣全部順利運抵香港。

款項先後存入南商和匯豐銀行，不僅解決了安全問題，還有利息收入，一舉兩得，並成為可調撥使用

的資金，為解決新生政權的財政困難、恢復經濟發展發揮了特殊作用。 

 

引領南商發展進入快車道 

南商成立以後，莊世平帶領同仁勇於開拓、奮發進取，抓住時機，積極拓展，在香港的中資銀行

中，開創自置銀行大廈的先河；率先開辦信用卡業務；第一個在內地經濟特區開設分行。經過數年奮

鬥，使南商由一間名不見經傳的小銀行躍升為具相當規模和實力的香港本地註冊銀行。 

長期以來，除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外，中資各兄弟行的辦公樓都是租借的，沒有自己的物業。當時

一些人的觀點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將來回歸後，都是我們自己的，沒有必要買」。但各兄弟行往

往面臨業主加租和逼遷的問題，既妨礙業務發展，也令客戶深感不便，不利增強香港同胞對中資銀行

的信心。莊世平從上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呼籲：早買比遲買好！他從商業角度出發，考慮到香港地

少人多，房地產日益走俏，租金越來越貴，從成本角度分析，「南商開業二十幾年，搬了五次家，始

終沒有自己的大本營，長遠計劃無法實現，還被業主牽著鼻子走；業主隨意加租，租金負擔沉重，影

響競爭」；從政治角度分析，有的業主不准外牆掛國旗，影響銀行員工情緒，影響市民信心，有損國

家尊嚴。後經莊世平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南商終於在1977年，以5,000萬港元的價格買下了位於港

島中區、銀行集中地段的一座16層大廈，此舉開創了港中行以外的中資銀行自置銀行大廈之先河。

隨後，其他兄弟行也陸續購買自己的辦公樓，為以後中資兄弟行組成的中銀集團的鞏固和壯大創造了

有利條件。 

南商自從有了自己的根據地，事業上了一個新台階，業務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總資產、存款額、

資本額都迅速增長。1979年，南商開始進入電腦化時代；1981年成立「南洋信用卡有限公司」，率

先發行第一張港澳、內地通用的信用卡，初期獨自發行「發達卡」，其後加入MASTER和VISA國際

組織，為今天的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奠定了基礎；1982年，和兄弟行聯合推出中銀卡，為

客戶提供電子銀行服務。之後，南商在本地的分行遍佈港九，還相繼在深圳、蛇口、海口、北京、廣

州、大連，以及美國三藩市等地設立分支機構。 

 



為特區經濟建設作出貢獻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遍了神州大地，改革開放的國策掀起了經濟建設的高潮。莊世

平和南商同仁為此歡欣鼓舞，聞風而動，專門成立了中國投資諮詢部，為內地和香港有關單位及人士

提供信息，牽線搭橋。 

1980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准試辦「經濟特區」。翌年10月，莊世平決定在深圳特區開設分行。

當時，特區建設剛剛起步，成功與否，前途未卜。但莊世平堅信特區方向正確，前景樂觀，並決心創

辦特區第一間外資銀行，站在改革大潮的潮頭，做改革開放的弄潮兒。這種情況下北上開設分行，需

要冒一定的業務風險，需要勇氣和膽識。此舉有人拍手稱道，也有人擔憂。經過申請，深圳市政府批

給南商5,000平方米土地，同時也留給香港一家英資銀行一塊土地。但後者終因信心不足，藉故推辭

了。莊世平和南商同事們卻義無反顧地毅然北上，勇敢地加入拓荒者的行列。 

1982年1月，南商深圳分行在臨時租借的華僑大廈開幕。當時，深圳這個毗鄰香港的邊陲小鎮，

水、電、通訊及交通等設施存在諸多問題，面臨重重困難。這樣的條件，對生活條件優越的香港同事

來講，可謂相當艱苦。但他們在莊世平的關懷和支持下，並沒有退縮。 

南商深圳分行與特區同呼吸、共命運，為特區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也與特區一起成長起來。

深圳分行為特區引進資金，支持了許多建設項目，包括竹園賓館、友誼大廈、深圳自行車廠、溫室無

土種植廠等，對特區的金融、保險、房地產等行業有關政策的制定，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尤其是特

區起步初期，各項金融法規出台之前，莊世平和南商的同事都曾提出建議和修改意見，其中包括《特

區外資銀行管理暫行規定》、《特區金融管理若干問題的規定》及房地產抵押和物業拍賣的有關法規。

1987年，南商深圳分行推動商品房抵押分期付款業務時，就與深圳房地產公司共同研究有關法規，

借鑒香港的做法。此項業務開展後，促進了特區乃至全國房地產市場的活躍。繼深圳分行之後，南商

又在蛇口、海口、大連、廣州等地開設分行，成為當時在內地開設分行最多的外資銀行之一。 

關於莊世平對特區的貢獻，廣東省的一位領導曾發表文章讚揚他「是一位忠誠的愛國者，為國家

辦事，尤其對試辦特區，傾注了一腔熱血，竭盡全力，以年邁體弱之驅，不辭勞苦地來回奔波。他向

我們提供的有關世界經濟動向和經濟特區的資料，難以數計」。原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也說：「我負

責籌辦特區中得到了許多信息和知識，認識了許多海外朋友，多數是莊世平幫助和介紹的。在特區的

建設中，莊世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服務華僑  回饋家鄉 

莊世平青年時代，在東南亞生活多年，與當地華僑及知名人士建立了廣泛的聯繫。到香港創建南

商後，更為溝通僑匯、服務華僑作了大量工作。莊世平在華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海外華僑在支持祖

國解放和建設事業中，曾作出巨大的貢獻。莊世平深感為僑胞服務，為他們排憂解難責無旁貸。 

僑居馬來西亞的老華僑楊扣先生，是莊世平多年的朋友，又是老鄉，素來對莊世平十分敬佩。1982

年，他向莊世平表示，願意捐100萬元為家鄉建設一個項目。他說：「我老了，眼花了，心有餘而力

不足，只有勞你幫忙物色個項目了」。莊世平爽快地答應，並很快把信息反饋到家鄉有關部門，又專

程返回家鄉與縣負責人溝通情況。初步確定項目後，轉告楊先生。老人十分高興。之後，莊世平多次

往返，審定圖紙，檢查施工質量。1984年秋，由楊先生捐贈的五層圖書館大樓落成。1985年，已90



高齡的楊老專程回鄉參觀。他撫摸著「楊扣先生贈建」的石刻，老淚縱橫，激動異常，對在場的領導

說：「我僅僅是出了點錢，地是政府的，力是世平出的，怎能將功勞歸在我身上？」 

泰國盤谷銀行董事長陳弼臣，經濟實力雄厚。莊世平邀他回鄉，並向有關部門傳送信息，希望共

同做好工作，還特別提示，陳要察看祖屋、祖墳。1983年底，陳先生一行返鄉時，受到熱情接待，

場面盛極一時，令陳十分感動，當看到祖屋、祖墳面貌煥然一新，更是激動不已。陳當即表示，出資

200萬元，捐建一所中學。 

由華人巨富李嘉誠先生捐資興建的汕頭大學，也與莊世平先生有著密切的關係。莊身為校董會副主

席，對汕大傾注了滿腔心血，付出了艱辛的勞動。李嘉誠先生童年綴學，深切體會到學業對人生的重

要。興學育才，是他多年的夙願。1980年秋，當莊世平把汕頭籌建大學，經費要向海外僑胞籌措的消

息轉告李嘉誠後，李即表示願捐3,000萬港元，作為第一期開辦費。自1981年李嘉誠基金會投資創建汕

头大學以來，李對汕大的捐款不斷增加，預計至2018年李嘉誠基金會對汕头大學的支持款項將達到80

億港元。 

莊世平對自己家鄉汕頭特區的建設，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支持。莊世平晚年曾擔任汕頭經濟特

區顧問委員會主任，經常往來港、汕兩地，為特區建設出謀劃策。他親自主持了普寧醫院的籌建工作；

普寧華僑中學的創建和普寧育才中學的籌建也都與莊世平的支持、協助分不開。 

 

榮獲「大紫荊」勳章 

莊世平創辦南商並帶領南商走了數十個年頭，一直秉承積極進取、不進則退的經營理念，在市場

環境多變甚至在逆境中尋求出路，以堅定的信心和毅力，帶領南商全體員工闖過多次難關。1986年，

75歲高齡的莊世平從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職位上榮休，被聘為名譽董事長，他對南商的發展和內地

經濟建設的關心和熱誠一如既往。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翌日，香港特區政府頒授莊世平先生「大紫荊」勳章。2005年8

月，國務院頒授莊世平先生「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莊先生並先後榮獲深圳、汕

頭、揭陽、潮安等市榮譽市民的稱號。2004年，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陳慕華任名譽董事長，

年屆94歲高齡的莊世平先生出任名譽副董事長。他還擔任過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八、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2007年6月2日，莊世平先生因心力衰竭在香港逝世，享年97歲。 

莊世平從青年時代開始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他的許多活動都同國家民族的利益

和金融事業息息相關。他數十年如一日，歷盡艱辛，堅韌不拔，愛國愛行，立場堅定。他將一生奉獻

給祖國、人民和社會，卻從不謀取任何私利。他的人格魅力、智慧膽略和不畏艱險的開創精神，是海

內外華人華僑的楷模。周恩來總理曾這樣評價：「潮汕為中國革命貢獻了兩個經濟人才，一個是理論

的許滌新，一個是實踐的莊世平。」 

莊世平還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熱心公益和慈善事業，並為此不懈努力，積極籌措、募捐資金，

無私奉獻和服務社會。他胸襟寬廣、為人謙厚、生活儉樸，令人敬佩，是中銀人學習的榜樣。 

 

(載於《大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