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櫛風沐雨的永隆銀行（二） 

 

上週六(六月六日)下午，我寫了一篇《“上海銀行”的前世今生》，在“上

海情愫”微信公眾平臺首發後，受到眾多讀者網友的點評。還有一個名叫“30

號院”的公眾號，其主編葛小姐主動與我聯繫，表達想轉載我的這篇拙文。看

來，銀行的歷史和文化內容比較受讀者的喜愛，易引發讀者的興趣，於是打算

再寫一下我的“老東家”永隆銀行的前世與今生。 

 

--題記 

 

說起永隆銀行，對於許多生活在中國內地的人來說，可能是陌生的，或者甚

至未曾聽說過。但說起招商銀行，想必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二〇〇八年，永隆

銀行被招商銀行並購，成為招商銀行成員，即招商銀行的全資附屬子公司。在香

港，永隆銀行於二〇一八年十月更名為“招商永隆銀行”。永隆銀行是香港具有

悠久歷史地華資銀行之一。目前在中國內地有深圳、上海和廣州三家分行。 

 

我是二〇一〇年九月加入永隆銀行上海分行的，二〇一四年九月離開，正巧

四年。迄今，我都對永隆上海分行充滿著感恩和懷念之情，因為在那裡，我的銀

行財務職業生涯獲得了全面的發展；在那裡，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值得拿

出來說的就是我在該行內部刊物《集思》上發表的四篇文章：《追夢人—賀永隆

上海分行喬遷之喜》、《千里之外，遠東之行》、《雙城記--從上海到香港》和《走

訪臺北林語堂故居》。又是一個“四”，看來我和永隆與“四”還蠻有緣的。 

 

今年是永隆銀行成立八十七周年，招商銀行收購永隆銀行八周年，也是永隆

銀行在香港主權移交祖國後蓬勃發展的第二十三個年頭，我搜集和結合相關資

料，撰寫了本文，以示紀念。 

 

上回說到抗戰勝利後，伍宜

孫邀朋同慶，永隆複業。從一九

四五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永隆

基本上都在休養生息，積蓄力

量。這一階段有兩件大事客觀上

成就了永隆的元氣恢復，對永隆

下一階段的發展與壯大起到了



櫛風沐雨的永隆銀行(作者：夢晨) 

 2 / 4 

 

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是次年內地爆發的國共內戰再次使香港迎來了不少殷商富

戶，為銀號和銀行直接創造了可觀的利潤；另外便是香港《銀行業條例》的頒佈，

客觀上推動了永隆業務的拓展及向現代銀行轉型的步伐。 

 

銀行夢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香港對銀行業的准入標準並沒有嚴格的法律限制。

任何人或公司，只要具有一定的資本都可以登記為銀行。長期以來，港英政府奉

行不干預政策，並未對金融業採取過嚴格的監管。隨著投機活動的日益嚴重，一

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港英政府出臺了第一部銀行業法律《銀行業條例》。 

 

在經濟和金融環境的雙重刺激下，許多銀號也開始紛紛轉型。這一時期，伍

宜孫和伍絜宜開始商量，如何能讓永隆更加強大起來，他們談得最多的，莫過於

銀號和銀行的差別。在伍宜孫看來，一字之差，背後卻是規模、管理、信譽、產

品、資質和客戶群等一系列問題的差異，他們必須讓永隆實現自己的“銀行夢”。 

 

為了圓夢，伍氏兄弟帶領永隆員工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漫漫征途。在逐漸完善

業務結構的基礎上，永隆於一九五六年正式改組為有限公司，伍宜孫擔任董事

長，伍絜宜任董事兼總經理。隨著業務日增、員工日眾，原有的營業大廳無法應

對快速發展的勢頭，伍氏兄弟決定把店鋪右邊和後面的場地一併租下來。一九五

八年，待營業場所擴建完成，一個朝氣蓬勃的新永隆已

經呼之欲出。 

 

一九六〇年四月一日，伍宜孫提交的牌照申請獲

批，永隆銀號有限公司正式更名為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在臨近而立之際，永隆迎來了新的歷史時期。六十年代

的香港，經濟進入了快速增長期，以永隆為代表的華資

銀號紛紛轉型成為現代銀行，為更好地服務大眾創造了

條件，也為自身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跑馬圈地 

 

依靠穩健的經營和對市場的準確把握，十年前完成擴建的營業大廳無法滿足

銀行日益旺盛的業務需求，經過一番考察，伍氏家族購入了德輔道中至幹諾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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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千五百平方尺的地皮用於興建總行大廈。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九日，永隆總行大

廈竣工並舉行落成典禮。大廈共二十三層，總實用面積十四萬五千餘平方尺。大

廈落成當天，恒生銀行創辦人何善衡、渣打銀行總經理梅大衛和永亨銀行創辦人

馮堯敬等銀行家都來捧場。 

 

永隆的另一幢大型物業是位於九龍彌敦道相連奶路臣街及西洋菜街，占地一

萬六千三百平方尺的永隆銀行中心。這裡原為老舊的“唐樓”，產權本歸一個很

大的家族所有，伍絜宜找來與他們家相識的恒隆地產陳先生從中斡旋，幾經周折

於一九六〇年購入。後來伍氏家族組織拆卸重建，最終在這裡建成高二十五層的

辦公樓。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永隆在這裡舉行了落成典禮，場面蔚為壯觀。

這兩座大廈落成至今已有四十餘年，此間香港物業價格屢創新高，為永隆帶來了

可觀的價值。 

 

開拓海外 

 

除了加大在本港網點建設力度外，永隆也開始將眼光瞄準了海外。經實地考

察，大家認為三藩市雖華人眾多，但早已有東亞等華資銀行設立了分行，且客戶

關係緊密，市場趨於飽和。反倒是緊鄰的洛杉磯，也是華人聚集地且市場空間仍

舊較大。伍絜宜之子伍步謙曾經在洛杉磯攻讀博士學位，知道那裡尚無華資銀行

分支機搆，力主前往。一番斟酌之後，永隆首家海外分行於一九八四年落戶洛杉

磯。 

 

紮根內地 

 

由於內地對港資金融機

構進入的要求及監管十分嚴

格，永隆在內地市場的紮根

相對較晚。直到一九九四

年，永隆才在廣東省廣州市

設立了第一家代表處；一九

九九年在上海設立了代表處。二〇〇三年，受惠於《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的簽訂，內地放寬了香港銀行准入內地市場的要求，永隆因此

把握時機，成為首家依照新規申請獲准在內地設立分行的港資銀行。二〇〇四

年，永隆在內地第一家分行深圳分行開業，翌年增設了深圳南山支行。二〇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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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原設于上海的代表處升格為上海分行。二〇一五年，廣州代表處升格為廣州

分行。 

 

伴隨規模的擴張，資本的積累、技術的更新和業務的豐富，永隆一步步走向

成熟，從白手起家到經歷戰亂後再次回歸，從紮根香港到華麗轉型，風雨兼程，

一路走來，太多的細節勾勒出永隆的藍圖。伍氏兄弟精心治理下的永隆形成了自

己的生存之道，機會來臨之時，他們順應潮流，把握金融規律，積累有形資產和

無形商譽；遭受打擊之際，他們堅守理念，絕不氣餒，沉著應對考驗，為日後的

發展默默地積蓄力量創造了條件。(未完待續) 

 

作者寫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未經作者同意，任何報刊不得轉載或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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