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傑出的國際金融家鄭鐵如 
 

把畢生精力和才智獻給中國金融事業的鄭鐵如，在中國銀行工作逾四十年，是蜚聲海內外的傑出

的國際金融家。中國銀行同仁親切地尊稱他為「鐵老」。 

 

愛國知識分子的典型 

鐵老字壽仁，廣東潮陽縣人，生於1887年。辛亥革命前就讀於蘇州東吳大學，後留學美國，先後

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貨幣、銀行、會計和國際匯兌專業。1917年回國，曾任

著名實業家張謇的秘書、北京大學教授。1921年進中國銀行工作。1927年出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

理，1965年底以78歲高齡退休，任職時間長達38年。1973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6歲。 

鐵老是銀行家，更是一位典型的愛國知識分子。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人民外受侵略、內遭戰

亂的危急存亡之秋。每當風雲變幻的時刻，鐵老總是以高度的愛國熱情，投身於革命洪流。辛亥革命

爆發，他毅然輟學，參加了沈定一組織的學生軍。1919年，他與馬敘倫等被推為北大教職員會代表，

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1932年，在中國人民反擊日本侵略軍挑起的「一 二八」事變中，

他在香港籌集大量資金物資聲援十九路軍抗日。「七 七」抗戰開始，他又在香港大力推銷愛國公債

支持全民抗日，成為後來日本佔領軍拘捕他的「罪證」之一。1938年，宋慶齡、何香凝在香港創辦

「保衛中國大同盟」和 「香港婦女慰勞會」。鐵老參加了「大同盟」工作，他的夫人謝紉瑜擔任了

「慰勞會」司庫，夫婦共同為保衛祖國和為八路軍籌集捐款而盡心竭力。 

1941年香港淪陷後，鐵老與梅蘭芳等愛國人士被拘於告羅士打酒店。日本佔領軍要脅鐵老出任偽

職，他大義凜然，嚴辭拒絕，保持了民族氣節。解放戰爭勝利在望的時候，香港中國銀行部分員工情

緒不安，要求發給遣散費自動離行。鐵老苦口婆心，諄諄勸導，終於使全體員工安下心來，堅守崗位。 

鐵老熱愛袓國，熱愛中行。1950年1月，在海外中國銀行接受新中國領導，回歸祖國的過程中起

到表率作用。1950年1月6日，英國正式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

願意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1月9日，周恩來總理對駐港機構發佈命令，要求各機構員工「各守崗

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不讓反動分子有任何偷竊、破毀、轉移、隱匿等情事。原有員工

均可量才錄用。其保護國家財產有功者，將予以獎勵，其有偷竊、破毀、轉移、隱匿等情者必予究辦。」 

護產命令到達香港，金融機構中首先通電擁護的就是以鄭鐵如為經理的香港中國銀行。鄭鐵如帶

頭接受新中國領導，不僅使香港中資機構的接管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也為眾多海外分行陸續回歸祖國

樹立了榜樣。 



「一定要有中國自己的外匯銀行」 

鴉片戰爭後，外國銀行紛紛到中國設行。從1845年到1949年的104年間，來華設行的多達68家，

其中有英國的滙豐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日本的正金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沙俄的道勝銀行

和美國的花旗銀行等。這些銀行在中國享有種種特權，發行鈔票，操縱進出口貿易，甚至連中國貨幣

的對外匯價也長期由滙豐銀行制訂公佈。鐵老在任北大教授時，認識到中國要改變這一情況，一定要

有自己的外匯銀行，並願意為此作出自己的貢獻。當他的意向為當時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知道後，

就請他到中國銀行工作。 

1921年7月，愛國情深的鐵老，辭去北大教授職務，擔任中國銀行汕頭支行行長。從此，他幾十

年如一日，腳踏實地，為把中國銀行發展成為中國的外匯專業銀行而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和才智。在汕

頭支行工作期間，他不僅開拓了中國銀行業務，也為當地金融管理方面做了一些興利除弊的事。在鐵

老的建議和多方活動下，終於廢除了七兌票。1927年1月，鐵老從汕頭支行調任漢口分行副行長，同

年7月，升任香港分行行長。從此，他就把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簡稱「港中行」）作為開展國際金融

事業的基地，他的名字幾乎就是港中行的同義詞。 

經過鐵老從1927年到1950年初接受新中國領導的二十多年的經營，港中行職工從26人增加到90

多人，積存的自有資金高達6,000多萬港元，成為中國銀行開展國際金融業務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分行。

巨額外匯資金引起了台灣當局的覬覦。蔣介石親自主持會議，決定派出以俞鴻鈞為首的秘密代表團到

港，向港中行的主管人員進行游說拉攏，企圖利誘一些人連人帶資投奔台灣。當時，鐵老對港中行的

大量資金早已作了安排，以一半資金購置了蓋大樓的地皮、建材和設備，連出租給客戶的保險箱都以

現金辦妥訂貨手續；以大部分資金貸放給香港紡織工業和其他工廠。這些措施都是為了防止台灣當局

的劫奪。為了拒絕台灣當局的游說和預防暴力劫奪，鐵老稱病住進醫院，拒不見客，以示決絕，終於

為新中國保住了一筆可觀的外匯資金。 

鐵老在開展港中行業務時，積極提倡國貨運動，並以大量資金支持在港的民族工業。1947年，他

同時擔任廣州、香港兩地的中國國貨聯合營業公司的董事長。在聯營公司結束後，由鐵老擔任董事長

的香港中國國貨公司不僅繼續營業，而且有了很大發展。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在香港百貨業中，

仍佔一定地位。幾家國貨公司成為一些離國去鄉幾十年的海外老華僑踏進國門之前得先觀看流連一番

的地方。在提倡國貨的同時，鐵老對來自內地的民族工業，特別是來自上海的紗廠，在資金上給予了

巨大支持。鐵老對於紡織工業在香港發展的前景，從經濟上、生產技術上、銷售市場和政治環境等方

面進行了細緻的分析研究，最後才決定給予貸款。 

 

外匯業務奇才 

鐵老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國際金融專家，而且是外匯業務的行家裡手。他在擔任港中行經理期間，

運用豐富的經驗，以及對國際形勢的深邃洞察，外匯交易上獲利頗豐。以下是兩個具有代表意義的事

例。 

香港淪陷後，日本侵略軍強迫港中行開門複業。鐵老對日軍說，複業就得支付存款，我們沒有錢

支付。日軍說，沒有錢可以借給你們。你們有抵押品嗎？鐵老就把一位客戶逾期沒有贖回的房地產做

抵押，向日本正金銀行借到軍票200萬元，但存戶大多已去外地，軍票不能用來支付存款，日軍就按



1元軍票合4元港幣的比率，付給中行800萬港元。到日本投降前夕，市面上軍票不斷貶值，1元港幣

已可換到5元多軍票。鐵老抓住時機，同香港中國國貨公司（鐵老是該公司董事長）商量，賣掉公司

的一部分貨物，將所得軍票借給港中行還債，中行則按軍票4元折換港幣1元的比率歸還國貨公司所

借給的軍票。這樣就只用幾十萬元港幣還清了正金銀行200萬元軍票的債務，淨賺了700多萬港幣。

鐵老後來笑著對人說，我們大廈的地皮可說是日本人付的錢。 

作為一個外匯業務專家，鐵老養成了按時收聽重要廣播的好習慣。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有一天

他收聽倫敦廣播時，聽到英國財政大臣宣佈，如果大戰不能避免，政府將徵收私人持有的外匯和美國

股票。鐵老憑籍其多年積累的外匯市場經驗，立即意識到大戰爆發已似箭在弦，如果英國徵收私人外

匯，英鎊勢必暴跌，美元勢必狂升，很可能從1英鎊折4.6美元跌到折4美元以下。他立即打電報到紐

約拋出英鎊，又在倫敦和香港買進了300多萬美元。結果在他買進美元沒幾天，英國果真宣佈徵收私

人外匯，於是英鎊一下子跌到每英鎊合3.6美元。那些賣出大量美元的銀行經理到那時才明白中國銀

行大量買進美元的原因。在這次外匯買賣中，鐵老替中行賺到了蓋新廈所需的大部分資金——700多萬

港元。 

鐵老能夠很好地保全資金不受損失，在於他具有敏銳的政治頭腦，善於從政局變幻中窺測到外匯

市場的動向。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鐵老看出日本軍閥的狼子野心，為安全計，他把港中行全部資金調

存英美兩國。由於事前採取了防範措施，香港淪陷後，港中行資金未受絲毫損失。抗美援朝戰爭伊始，

為防範美方凍結港中行在美資金，他及時將存放在美國代理行的存款餘額壓縮到最低限度，使港中行

後來被凍結的資金只有5萬多美元。這是鐵老善於根據國際政治形勢變化處理業務的又一例子。 

鐵老還善於從經濟形勢變化來窺測政治動向。曾經有過這樣一件事，在美國還對中國實行封鎖禁

運的時候，有一位英商向港中行開立一份從澳大利亞進口麵粉到中國的信用證，數量很大。鐵老從中

分析出，這些麵粉是美國通過澳大利亞轉口輸入中國的。當時麵粉是禁運物資，既然美國允許大量麵

粉轉口輸入中國，說明美國在處理中美關係方面可能有新動向，於是他寫了報告送內地參考。後來鐵

老到北京見到周恩來總理問起此事，周總理指示有關部門查閱檔案後認為，鐵老分析正確，對鐵老備

加贊許，同時要求有關部門好好學習鐵老，要善於從一般業務中發現內在的更為重要的東西。 

 

鐵骨錚錚  急公好義 

鐵老人如其名，生來一副錚錚鐵骨，一身都是正氣。他剛正不阿，不畏強權和暴力。不管你官有

多大，也不管你是中國人、外國人，只要你錯了，他就敢於批評反對。上世紀40年代末，當香港中

行在德輔道購地建樓時，有機構要求對港中行新建大樓高度作出限制，並以港英政府工務司將不予批

准施工相要脅。鐵老據理力爭，最後由港督出面「調處」，以可以略高幾尺而結束糾紛。抗美援朝期

間，在港督主持歡迎美國第七艦隊司令的宴會上，鐵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義正詞嚴地闡述了朝鮮戰

爭的性質和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性。 

抗日戰爭期間，鐵老領導的港中行發揮長期為愛國華僑提供匯款服務的網絡優勢，將海外僑胞的

捐贈物資及時轉交國民政府或八路軍，受到時為八路軍代表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聯名致函表揚。港中

行接受新中國領導後，鐵老更受到周恩來總理的知遇和信任。在處理港中行和海外其他分行的一些重

要問題時，周總理經常徵求鐵老意見，鐵老總是坦率陳言，受到周總理的重視和嘉許。 



鐵老錚錚鐵骨、堅持原則的崇高品德，在中國銀行和香港金融界可以說是聞名遐邇、有口皆碑。

同時，他對同行、好友遇到的困難，總是急公好義，全力相助，樂於替人排憂解難。香港某華資銀行

老闆是鐵老至交，在一次金融風潮中為擠提存款所困。鐵老毫不猶豫地每天下午親到該銀行營業廳坐

鎮一個小時，以他的聲望和信譽終於平息謠諑，使該銀行擺脫了困境。 

新中國成立前，內地銀行業設在香港的十多家分支行競爭激烈。新中國成立後，關係有了很大變

化，親如一家。1951年底，港中行大樓落成。當時港中行員工不足百人，需用面積不多，而有些中

資兄弟行和內地駐港機構卻為沒有適當的辦公地方而發愁。鐵老急人之所急，將大樓的很大部分租給

相關保險公司、貿易公司和航運公司等，既解決了兄弟單位的困難，又使大廈出現一片興旺景象，成

為祖國在香港的一個重要立足點，成為祖國欣欣向榮和團結強大的象徵。 

更令人感動的是，浙江興業銀行香港分行由於辦公樓租期屆滿，而新的辦公樓尚未辦妥租賃手續，

面臨關門停業的危險。在這危急時刻，鐵老毅然伸出援手，把港中行營業大廳的四分之一和部分閣樓

讓給浙江興業銀行當營業場所，在境外開創了一個大堂有兩家銀行同時營業的特例。鐵老急公好義和

樂於助人的事蹟，在銀行界傳頌不已。 

 

(載於《大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