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銀歲月

港中行員工的回憶（上）

中國銀行在香港建立分行已有105周年，2001

年重組合併前的中國銀行香港分行（「港中
行」）時期亦有84年歷史。許多曾在港中行時期工
作過的同事，特別是工作至榮休的同事，都認為那
是人生中的一段難忘歲月，有著那個時代的特殊人
情味。我曾在港中行工作過一段時期，時光荏苒，
歲月如歌，時光時緩時急流過，不知不覺中度過了
那麼多個春天。但憑著一種情懷，親歷及聽聞港中
行人在這近50年中的經歷慨略不覺一一浮現。

一
  60、70年代入行這批人，無論其後各自有什麼
職位崗位的變化，除特別個性外，大家都一直十分
熟落。他們大多是愛國學校、工會及其他愛國單位
介紹來的入職者，結合原舊行起義過來港中行的老
同事，更有甚受他們尊重的外派領導等。期間他們
當中也經歷過一段火紅激情的歲月，大家懷著戰友
般感情投入，相互扶持，深化了彼此間的熟識。這

種深層熟悉關係自動自覺反映在平時的工作中，大
家十分默契和齊心合力。在老前輩要求下，大家苦
練銀行業務基本功，並於假期輪班看守銀行，為節
日活動而興高采烈地排練文娛節目，組織定時共同
學習，加上福利組組織的旅行、游泳和遊船河及其
他體育活動等，豐富了大家的集體生活。在那個缺
乏體育場地的年代，舊中國銀行大厦營業大堂成為
行內羽毛隊練習的好場地，金碧輝煌的大堂曾記載
著莊則楝等國家乒乓球隊在此的表演及練習賽。在
一次南丫島遠足中，同事還尋獲到古錢幣，並後送
交香港文物處，令大家津津樂道。
  那個時代港中行由開始百多人至幾百人，上有
專業銀行家和外派領導，中有熟悉業務的舊行過來
的老職工等，下就是一班充滿愛國熱情朝氣勃勃的
年青人。他們就是承接著50年代起義後及60年代
初中資銀行工作步伐的續步者。在5 0年代期間，
那一段十分驚心動魄的起義和其後奮斗歷程，隨著
保密以及當年尊敬老前輩的離去、歲月變動導致的
資料流失等，我們祇能對那個年代一個歷史概略去
認識，偶有會隱藏在名人回憶錄故事中，這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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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隱秘而偉大故事，也十分希望在日後歷史中有
機會聆聽到。而承接下來的這批人，大多數為本
地職工，在當年港中行獨特環境下，大家相處的
情懷是至真至誠的，無所不談，各方面都十分默
契，故彼此十分了解，都當成了自己人。而當中
也有少量職工是經推薦或同事等介紹入行，在那
個年代，不論介紹推薦人背景如何，都是任才為
用，往往都是從低做起，上下級之間的老板文化
並不盛行，可以說是上下打成一片。大家有的是一
股熱情工作，亦自動自覺遵從著銀行組織架構及紀
律原則。那個時代我們所理解的工作，往往是要守
護好銀行陣地，做好基礎業務，為國家做好外匯業
務，特別是僑匯工作，我們在前輩穩重踏實的工作
作風中逐漸成長起來。

1950年代的員工樂隊（許文川先生提供）

  隨著國家實行改革開放，中資銀行不可避免地
要與香港金融銀行業的實况接軌。中資銀行職工也
率先走向社會化。這批好幾百人的中資銀行隊伍成
為中資銀行發展的骨幹力量，他們在推動銀行轉型
變革中起著積極作用。其後各人雖有工作和職位上
差異或變動，但整個團隊十分穩定團結，他們之間
一直維繫著那種自己人的熟悉感，故不論在工作或
人際關係上，一直保持著很珍貴的直率和真意交
流，這在其他銀行是少有或難見的工作關係。歲月
滄桑可能會淡化一些往事記憶，但每每想起當年對
工作的激情與投入，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和工作的

默契等，直至退休，回味起來，至今還是那麼的熟
悉和親切。

二
  8 0年改革開放期，除部分愛國學校學生來源
外，銀行開始引進或招收香港各大學學生和官津補
私中學生的入職者。這批人對國家是有正面認知
的，許多也在當年中國熱影響下，懷著熱情好感而
來，其中不乏當年風暴中覺醒的一批有理想的熱血
青年。銀行極重視他們，為他們開辦少至數月多至
半年一年訓練期，比其他銀行訓練期更細緻認真和
實際，故當年曾在中銀磨練過的大學生，也受到其
他銀行的歡迎。這種批次式的專項招聘人才培訓
班，成為港中行在改革發展年代，選聘大專生的方
法之一。而一般入職文員也要在集團培訓中心接受
為期一至兩周或較多天數的銀行基本業務訓練。
  這些來自各大院校、相互不熟悉的大學生，相
識於港中行又十分熟落於一段十分有意思的訓練
期，他們在具體了解和學習中銀業務運作的同時，
也相互探討著中資銀行的文化，當中不少人為長期
留在港中行工作奠下了很好基礎。雖然每期堅持下
來的學員是少數，但多年下來也凝聚了一定數量的
人才，其後他們大多晉升為管理人員或高層人才。
他們有別於60、70火紅年代，受過愛國學校教育，
又經歷較系統愛國觀念及群體性工作實踐磨練過的
那批人，他們看好中資銀行的前景，擁有良好的英

1964年港中行女員工參加國慶聚餐時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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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能力及社會認可的學歷，成為了中資銀行金融事
業社會化發展的生力軍。這些人當中，不乏既有高
學歷也思想覺悟正面的優秀人才。他們在外勤業務
發展、重要客戶聯繫或在專業部門，如外匯資金
部、信貸業務，以及電腦軟硬件等的運作和發展方
面，各自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並取得了優異成
績，其後也有很多成為支行或各業務單位主管及其
他業務骨幹。他們在中銀這段時期內，十分尊重比
他們資歷更老（第一批）同事的處事作風及獨特領
導能力。這兩代人在互補下融合得非常好，他們的
結合成為日後我行很獨特的一種力量。
  在國家改革開放的這一時期，也有一類愛國單
位或經人介紹的轉業人員，有文職也有工勤人員，
在思想認識上與第一批人基本上相同，本身亦經歷
過艱苦工作的磨練，其中不少是愛國學校轉業老
師，但他們缺乏第一批人的銀行業務能力，處於一
段較長尷尬適應期，需克服一種情懷失落的狀態，
從適當的低位做起，經歷過一段的自我調整和從新
學習中，各自找到自己的定位，也能在業務特別是
在協助所在單位管理及後勤工作方面，發揮出自己
的所長。也有從其他地方轉職過來的工勤人員，因
包袱少也滿意銀行的福利待遇，故適應很快，工作
勤奮熱誠又愛國，很受管理人員信任。在缺乏工勤
人員的年代，他們也為我行的後勤工作作出了積極
的貢獻。

三
  90年代中後期，各級入職人員已是社會化。因
招聘模式社會化，入職員工數量漸多，人員來源也
多樣化。也因為國家地位上升及銀行鋭意發展，故
吸引了不少各類大中學畢業生和轉業或同行者，他
們基本都知道這是中資銀行。這時候銀行已完備地
蛻變為一間名符其實、但有國家背景的商業銀行。
因此其後入職員工與前兩批入行員工，彼此已趨向
商業化運作關係，建立起嚴謹的上下級關係和權力
關係，並以規範化作為職位升遷和加薪的標準，同
時也引入量化的積分作為考核制度。因此，在那段
時期，員工之間的關係也呈現出一種競爭、拼學
歷、拼考核、重視業績標準等特點。大致來說，在
這一時期，大家充分發揮真才實學，不同年代的員
工，各自發揮所長，已上位者也急切加油拼博，求
存求升，其主要特點大多走向拼學歷，他們刻苦
進修和参加各類公開考試以獲取銀行認可的文憑
資格。他們中許多人以年計的長期堅持下班後去進
修，努力去改變自己的命運。當中也有為潛質高層
人員進行海外培訓，也經常選派優秀員工返回內地
金融學校定期進修學習，但這一切都是為了培養一
批又一批愛國愛行並具有業務競爭力的人才。
  由於銀行性質是愛國的中資銀行，中銀也在商
業化經營管理中，保留著本身不能蛻變的特色，
因而一直有一股與其他銀行不一樣的「人情味」

中國銀行幹部學校大門及女生宿舍一角（方善桂先生之子方之晶先生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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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這種人情味表現在對員工關愛、謹記是姓
「中」的國家銀行。因此90年代後期入職的同事，
大家之間既有商業性同事關係，也保留著我行的優
良傳統工作作風及活動交往，他們因而也逐漸受到
中資銀行傳統文化的影響，加上我們有很窩心的褔
利工作心思，工作之餘還是人情味十足。這個時期
的入行者，有很多是中五、中六或有中七畢業生。
經過招聘篩選後，新入行人員的品性基本上都很
純良，他們有些人後來感慨地説，有幸第一份工，
能入到人際關係這麼好的單位工作，而一些轉業過
來的入職者，也深深感受到港中行沒有那麼多辦公

室政治斗爭，上下級同事間十分友好，慶幸是一次
良好的轉業選擇。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人，經長期
工作考驗和歷練，一步又一步得到晉升，後來成為
中銀香港各單位的業務骨幹，很大部分一直堅持工
作到現在。他們與第一批員工一樣，第一份工就做
到退休，當中不少轉業者也說，這是我人生第二份
工，就一直做到退休。
  影響著員工穩定的銀行傳統文化因素，其核心
是愛國愛行，中銀很好地將其融入，並為我們大多
數員工所接受。約在80年中後期，特別是在90年代
期間，辦公室工作因應電腦的普及，湧現了不少富
有潛質同事，協助本單位，將許多人手操作以電腦
化代替，並掀起了一股學習電腦的熱潮，大家還熱
情高漲地學習各類中文輸入法。新設立的電腦部年
青同事，對輔助各單位電腦軟硬件的使用、縮小電
腦代溝時間以及開啟電腦化時代都發揮了十分積極
而重要的作用。
  在香港複雜多元的社會中，中銀員工的思想和
行為會跟隨國家時有起伏，但員工在銀行傳統文化
的影響下，依然保持著團結進取的精神。

（未完待續）

1980年代港中行總經理室假日活動（許文川先生提供）

（榮休員工）黃植堯

組織員工參觀大嶼山天壇大佛活動（許文川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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