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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业百年》

内容概要

《香港金融业百年》从历史的角度，对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金融业的演变、发展脉络进行细致的梳理
和深入的剖析，从中探索香港金融业发展的一般规律、香港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以及1990年代
中期以来香港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香港金融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香港开埠之初
本。香港金融业的发展，首先是从外资银行业的进入开始的。当时，它们的业务主要是从事对华贸易
的外资洋行提供融资和汇兑服务，本地客户只限于规模较大的华资商行及少数殷商富户，与华人社会
鲜有联系。20世纪初，香港转口贸易和商业蓬勃发展，华人行商对使用押汇和信用证、支票的需求急
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批将西方银行先进经营方法与传统银号结合起来的华资银行应运而生。不
过，踏入1950年代，香港银行业的业务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战前单纯的贸易融资逐渐向为迅速发展
的制造业和新兴的房地产业提供贷款，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战后香港经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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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业百年》

作者简介

　　冯邦彦，广东鹤山人，经济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暨南大学特
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暨南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
东国际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第三产业研究会副会长、广东体制改革
研究会副会长、广东华南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广东城镇化研究会副会长，同时担任第九届广东省
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委员。 　　曾于1987年
至1994年期间应聘赴港，任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有限公司经济分析员等职，长期从事香港经济、香
港经济史、资本与财团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香港英资财团》(1996年)、《香港华资财团
》(1997年)、《澳门概论》（1999年）、《香港地产业百年》（2001年）、《香港金融业百年》（2002
年）、《香港产业结构研究》（2002年）和《百年利丰——从传统商号到现代跨国集团（繁、简体中
文版）》（2006年）等，以及主编《CEPA与“泛珠三角”发展战略》（2005）和《经济全球化格局下
的两岸产业分工与合作》（2006年）。曾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动态》、《当代
亚太》、《学术研究》等内地学术期刊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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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业百年》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香港早期的金融业1．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汇丰银行的创办2．华商经营的金融机构：从银号
到西式银行3．早期保险业的发展4．早期黄金市场：金银业贸易场5．香港早期的货币制度第二章 战
后金融业的蜕变与转型1．战后金融业的繁荣与《银行业条例》制_}2．1950～1960年代银行业的转型3
．1960年代的银行危机4．“利率协定”和《银行业条例》的修订第三章 香港股票市场的崛起与改革1
．香港股市沿革：从香港会到“四会时代”2．1970～1980年代初期香港股市的牛熊市3．四会合并：
香港联合交易所成立与运作4．1987年10月股灾：“黑色星期一”5．戴维森报告与香港证券市场改革6
．“中国的纽约”：红筹股、H股热潮第四章 金融业的多元化与国际化1．金融机构多元化：接受存
款公司大量涌现2．解除管制：汇市、金市的崛兴3．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确立4．银行危机
与1986年《银行业条例》5．1991年“国商事件”及其余波6．“怡和震荡”：从迁册海外到“上市豁
免”7．过渡时期银行业发展趋势与银行集团8．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恒指期货与备兑认股证第五
章 过渡时期货币金融制度改革1．港元联系汇率制度的实施2．汇丰：淡出“准中央银行”角色3．过
渡时期香港金融制度的演变4．从外汇基金到金融管理局第六章 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金融体系的冲击1
．亚洲金融风暴对联系汇率的冲击2．百富勤集团的清盘及其余波3．1998年特区政府“救市行动”4．
广信、粤海事件的震撼第七章 结束语1．香港金融业的特点及其地位2．金融风暴后银行业发展新动
向3．金融全球化下金融市场发展新趋势4．前景展望：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香港金融业大事记主要参考
文献资料

Page 4



《香港金融业百年》

编辑推荐

　　根据美国学者李德（Reed）的研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起源，始于20世纪初叶。不过，一
般公认，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约始于1970年代后期。战后以来，随着香港经济起飞
，百业繁荣，股市蓬勃发展，特别是香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解除外汇及黄金管
制、“解冻”银行牌照、取消存款利息税等，使得外资银行及跨国金融机构大举涌入香港，香港金融
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迈向现代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新时期。在此进程中，金融业形成门类齐全而
发达的市场体系，以及健全而完善的监管制度。香港因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享誉全球。可以说，
经过逾150年的发展，目前香港金融业已发展成为整体经济中最具战略价值的产业，并在国际金融市场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著名金融学家饶余庆教授认为：“香港之崛起为一国际金融中心，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香港经济的两大成就之一（另一成就是从转口港转变为一富裕的工业经济体
）。”　　诚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实施的联系汇率制度、对香港的金融业乃至整体经
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香港经济也因而面临新的结构转型。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香港作为亚太
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正受到来自东京、新加坡、甚至上海的挑战。当然，挑战与机遇并存，在
未来的时期，香港若能充分利用中国“入世”、以及内地与香港实施“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简
称CEPA），成功发展成为“中国的纽约”，其中包括中国企业的离岸上市中心和融资中心、人民币
离岸业务中心等，则将巩固和提升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乃至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对内地的
广大读者而言，《香港金融业百年》是一部全面、深入了解香港金融业发展的通俗性的学术著作，正
如饶余庆教授所指出：“《香港金融业百年》范围上自开埠初期，下至亚洲金融风暴，涵盖面极广，
香港金融业的大事均网罗其中，这些特色都是现在文献中所罕见的”；《香港金融业百年》“以深入
浅出的文笔，生动地描绘了香港金融150年来的沧桑，趣味盎然，诚为一雅俗共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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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业百年》

精彩短评

1、07年夏天读
2、对HK金融历史的了解很有帮助，同时对香港名人的起家会有更多的了解
3、更多的感觉是历史书⋯⋯香港金融体制发展轨迹还是值得一看的。
4、建议3小时快餐店内读完
5、值得细度。值得大陆金融业借鉴。
6、看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大事件和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细节。。。
7、银行业的来龙去脉很清晰。
8、有用
9、是一本可以阅读的书。关于香港上百年的金融史及发展历程记录的很详细，而且文中还摘录了很
多老牌公司的访谈或介绍，有价值。
对于向系统的了解金融历史可以看，如果要是想从中寻找到投资的有价值信息还是不多的！
不如地产业百年写的好
10、写的没有地产那一本好
11、陈列史料和数据较多，观点较少。没多少通俗易懂的分析和深刻的总结，略微枯燥。
12、写得很平淡无奇，不过史料很足。
13、读起来很顺畅，有些比较感兴趣的地方要是可以再多来一点细节就好了。
14、冯老师几本书都写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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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业百年》

精彩书评

1、是一本可以阅读的书。关于香港上百年的金融史及发展历程记录的很详细，而且文中还摘录了很
多老牌公司的访谈或介绍，有价值。对于向系统的了解金融历史可以看，如果要是想从中寻找到投资
的有价值信息还是不多的！不如地产业百年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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