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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三大國際

金融中心之一，新一

代實難想像曾發生過

放在銀行的血汗錢可

能會一夜清零。原來在上世紀，香港曾發生數次銀

行倒閉、擠提事件。縱橫銀行界40多年的王冬勝，

1991年任職的萬國寶通銀行（現花旗銀行）擠提

時，他跟同事就曾提着3,000萬元現金揸車去分

行，落車時裝錢的旅行袋突然破損，現金散落在車

內，十分驚險。王冬勝今日坐在中環滙豐銀行的

「大班房」，望着窗外林立的商廈，回想當年的驚

險情況，他說，好在之後香港加強了金融基建，尤

其是回歸後，金融業起飛，香港有足夠財力增加基

建，銀行資本充足比率大幅提升，又推出包括存保

制等保衛盾，本港近十多年再沒發生過銀行擠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馬翠媚

香港在上世紀六十、八十及九十年
代，都曾發生過多次銀行擠提或倒

閉事件，很多老香港對此不會陌生。現任
滙豐銀行非執行主席王冬勝就親歷了1991
年的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倒閉事件，同年引
發多間本港銀行擠提，當中就包括萬國寶
通及渣打銀行。他當時正於萬國寶通 ( 花
旗銀行前身）任職，有份處理擠提危機，
至今仍對當時的情況歷歷在目。他表示，
香港經過多年的發展及強化，金融市場已
經非常穩健，但他同時認為，金融市場多
年來每一次危機都各式各樣，「特別是香
港經濟高度外向，受到全球局勢所影響，
所以切忌自滿，必須時刻居安思危。」
國商銀行倒閉事件發生在1991年，當
時市民人心惶惶，對銀行的信心大損，且
流言滿天飛，很快就波及到其他銀行。
「1991年時，我正在萬國寶通工作，即現
時的花旗銀行，負責中環畢打街分行，記
得最初是黃埔的分行突然有很多人排隊，
然後就傳出萬國寶通有問題，在羊群心理
影響下，結果我們所有分行都出現人
龍。」
他回憶當時面對很大壓力，「那時我在
分行內主管零售部門，記得人龍由星期三
起開始出現，我們立即做了很多應變措
施，並且即時與美國總部通電話，美國那
邊指示『你作為主管，可以放心辦事，最
重要是如果客戶來提款，我們必須全數給
現金。』」

展示金庫證流動性沒問題
當時有其他銀行在擠提時，並非全數付
現金，有部分是付支票，結果反而令到
人心惶惶，「我們不要讓市民有種
『畀唔起錢』的錯覺，所以要保
證客戶提款全數拿現金。」此
外，萬國寶通又向傳媒展示
其金庫，證明金庫內全是
滿滿的現金，令人相信
銀行的流動性完全
沒問題。面對
如 此 情
景 ，

王冬勝稱首先要鎮定，「我們即使知道會
有很多客戶來提款，甚至有可能出現混
亂，但我們亦只是將當日界定為『特別忙
的一天』，與其他日子分別不太大。」
「同時，我們的分行全部營業，一間都
沒關閉，日常分行幾點開門閂門，我們照
常，跟平時一樣。如果是在分行關門前已
經進入分行的客戶，我們全部招呼，讓他
們留到幾夜都可以；至於在關門前仍未進
入分行的，我們便派籌，絕不能令對方有
拿不到錢的錯覺。」
「記得當時分行櫃台內，一綑綑大鈔疊
到成人高度，100萬元一綑，我們一綑綑
的給來提款的客戶，那晚差不多做到十點
多才收工。」為了減少分行門外排隊的人
龍，他們也費煞思量，「當時有很多報
章、電視台記者，拍攝我們中環分行門外
的情況，正值8月暑天，我們便將排隊的
客戶請上分行樓上的會德豐大廈的寫字
樓，坐得舒舒服服地涼冷氣，我們就是要
令傳媒拍不到有人在分行排長龍的影
像。」

擠提人龍蔓延至其他銀行
他指，當市民發現對銀行沒有影響，到
第二天排隊提款的人就會大為減少，流言
自然而然便消散。不過，銀行的擠提對一
個社會來說，絕對是危險事件，因為擠提
會帶來骨牌效應，影響會向其他銀行擴
散。「萬國寶通擠提完後，排隊的人龍在
周五便到了渣打，當時渣打中環分行都
『打蛇餅』，但當日的一場大雷雨救了渣
打，由於周六銀行不營業，結果到了下周
一，擠提事件就不了了之。」

運鈔車停運 快艇送錢去長洲
在整件擠提事件中，原來還有一段小插

曲。「當時本港有兩家運鈔公司，其中一
家因故暫停營運幾天，正正就是我們最需
要運鈔的那幾天，結果怎樣呢？我們一些
員工便要用自己的車幫忙運鈔，甚至有同
事捧住一袋袋現鈔坐快艇去送長洲分
行。」王冬勝說，「我記得，當時我跟同
事提着3,000萬元現金揸車趕去分行，落
車時候裝錢的旅行袋破爛了，現金散落整
架車內，連街上的人也看到，現在回想起

來還覺得有些冒險。」

從一宗銀行擠提事件，可以看出人生百態。王
冬勝說，「當時坐在櫃台的萬國寶通銀行職員，
雖然很年輕，只有廿多歲，但非常淡定，完全沒
慌亂；有些客戶也很有禮貌，甚至買飯盒、汽水
給分行的員工；也有客戶很怕拿不回存款，一直
以大叫來表達『強烈不滿』，可謂人生百態盡收
眼底。」
從一宗擠提事件，也可看到虛假消息會帶來實

際的損害。「當時因為萬國寶通的黃埔分行排隊
的人比平日多，便傳出了銀行出事的消息，很多
傳真機都收到有關謠言，可謂唯恐天下不亂，結
果便差點釀成金融危機。」

港亦曾經歷資產爆泡
從一宗擠提事件，亦能發現金融市場可以很脆

弱。王冬勝指，現時美國進入大幅升息周期，令
人擔心利息負擔加重，但其實上世紀90年代
初，當時樓按息率高達10厘，之後就是樓市泡
沫爆破。他提醒，「在1998年金融風暴時政府
入場救市，股市每一秒的交投都超過1億元；後
來又出現大量負資產及信用卡壞賬，破產人數曾
屢創新高，所以千萬不要掉以輕心，以為香港一
直很穩陣，金融市場千變萬化，沒有任何一樣事
能百分百預知，到真有事發生的時候，將不會
有時間等你慢慢開會。」
王冬勝認為，「居安思危」永遠不會
有錯，因為危機永遠會在你意想不
到的時間與環節裏發生。

「我如果再嚟過啊？如果我啱啱讀完書，仲有AI（知
識）、仲有碩士（學位）在technology（科技），會去
做IT，不會再做銀行喇！」曾位居滙豐亞太區「一哥」
長達11年的王冬勝，在大學時主修電腦，偏偏回流返
港投身金融業，從此與金融界結下不解之緣，不過被問
到他如果今時今日才畢業，會如何選擇前路時，他笑言
會加入科技行業，因現時全世界都朝此方向發展，「我
係咁諗嘅，其他年輕人都一定係咁樣諗！」

大學讀IT 畢業正值金融業黃金期
王冬勝年輕時於美國修畢計算機科學學士及碩士，原
本打算回流香港工作，後來與父母商量後，再「加碼」
修讀市場及財務學工商管理碩士，造就他同時精通電腦
和商業。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回港後，其時萬國寶通銀行
（現花旗銀行）正尋找既懂電腦又有商業背景的人才，
王冬勝就加入了萬國寶通，至1997年加入渣打銀
行，2005年加入滙豐，事業一帆風順。由於王冬
勝在兩大發鈔行都曾身居要職，故市民不難在滙
豐和渣打發行的鈔票上見到他的簽名。
王冬勝坦言，自己是電腦系出身，在新科技上

有較強的適應，那些區塊鏈相關想法及概念並不
難明。「我今時今日還會留意及學習很多
關於tokenization（資料記號化）、stable-
coin（穩定幣）、bitcoin（比特幣）、
cryptocurrency（加密貨幣）、digi-
tal currency （ 數碼貨幣）、
blockchain（區塊鏈）的知識，
令自己可以跟上時代的步伐」。

全世界都在發展數碼貨幣
對於近期虛擬貨幣價格大瀉，就算是最有名的比特幣

及以太幣都不例外，王冬勝相信市場經過一輪汰弱留
強，留下來的將是由State或Country-backed（國家支
持）的虛擬貨幣，又或是可與美元、歐元或人民幣掛鈎
的穩定幣。
王冬勝認為，虛擬貨幣這概念是很好的，以比特幣為

例，背後其實是應用了區塊鏈技術，很難去造假，但目
前比特幣的價格很易受干擾，做不到定價功能，故目前
市場上這些虛擬貨幣的存廢，是取決於它們能否做到定
價功能。由國家發行的數碼貨幣則不同，因背後有國家
的支持。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要繼續發展下去，也一
定要發展數碼貨幣，因全世界60多個國家及地區都在
發展數碼貨幣，現時中國數字人民幣的發展領先全球。

他又預言，當未來有央行的數碼貨幣及愈來愈
多電子支付工具，實體貨幣的流轉將會減少。

拓數字化經濟要有深度配套
特區政府剛剛宣布成立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

會，委員會將就數字化經濟的發展向
政府提供意見。王冬勝指，他經常
強調要發展新經濟，因發展新經濟
非常重要，但不是圈地搞個科學園
就算，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度，例
如建設大學、科研配套、栽培學
生、給予獎學金，以及與內地或
外國多舉辦交流計劃等等。

香港目前是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香
港2004年開展個人人民幣業務，至今時隔只10多
年，但今時今日在香港使用人民幣和投資人民幣
資產可謂「家常便飯」，更已成為香港金融業的
重要業務，實情背後凝聚了很多人多年的心血和
努力。曾為滙豐亞太區一哥多年的王冬勝，親證
在2002年他仍是銀行公會主席時，曾與時任金管
局總裁任志剛一起北上與時任人行行長周小川會
面，討論有關在香港開展個人人民幣業務的構
思。

2002年首商討 翌年達共識
這段往事背景或要先從金管局前總裁陳德霖說

起，陳德霖曾在《 匯思》中提到，金管局早在
2001年11月，已向人行提出在香港開展個人人民
幣業務的構思，實質的商討則始於2002年2月。
由於當時人民幣從來沒有在內地以外的銀行體系
使用和流通，一切安排並無先例，所以金管局與
人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進行了多次交流和討論，
結果在2003年6月那次會議上雙方在主要問題達
成共識，到2003年11月，國務院批准香港試辦個
人人民幣業務。最終香港的銀行在2004年2月25
日正式開始為個人客戶提供人民幣存款、兌換、
匯款以及扣賬卡和信用卡服務。
王冬勝作為當時參與商討的港方主要人員，他

回想時承認內地原本對並無先例的安排有所疑
慮，不過幸好當時他們是抱持開放態度，而最重
要的是香港方面能告知他們可以如何控制好風

險，以及有何機制可監察市場動向，讓內地做好
風險管理。他提到根據以往經驗，如金融風暴、
互聯網泡沫爆破、1987年大股災等，資金可以來
去很快，並有機會影響到一個市場內的匯率、股
市等，內地金融當時只剛剛開放了一段時間，他
完全理解內地的顧慮。

「金色旅程」開展 產品百花齊放
最終人行在2004年「放行」，香港亦從此開展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金色旅程」。王冬勝補
充，「2007年內地金融機構首次在香港發行人民
幣債券，2009年人民幣貿易結算在港推出，其時
在港人民幣存款僅處約500億元人民幣水平，3年
之後變成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他認為在港人民
幣存款增加，背後的意義重大，反映市場對人民
幣愈來愈有信心，同時亦可推出更多不同人民幣
產品，如保險、投資產品、存款、借貸、貿易來
往等。
王冬勝又透露，他曾向中央建議內地盡量與其

他國家用人民幣作貿易結算，而此舉可增加其他
國家的人民幣儲備量，而當人民幣的貿易結算額
增加時，亦意味當地人民幣存款增加，又可以帶
動到其他人民幣產品的銷售，加快人民幣的國際
化。他亦提到未來人民幣是否可以自由兌換是一
件很長遠的事，「但我覺得人民幣似乎多數是一
個有管理可浮動的貨幣，類似新加坡元等，始終
中央會調控貨幣走向，相信離自由兌換仍有一段
時間。」

港做個人人民幣業務港做個人人民幣業務 喜見構思成真喜見構思成真「「若現時畢業不會做銀行若現時畢業不會做銀行，，會做會做I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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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 香港出生；

1980年 加入萬國寶通銀行（現時稱
花旗銀行）；

1997年 加入渣打銀行，出任個人
銀行業務主管；

2000年 擔任渣打香港區行政總裁及
總經理；

2002年 任渣打銀行董事；

2005年 加入滙豐；

2005年4月至2010年1月
擔任滙豐集團總經理及香港上海滙豐
銀行執董；

2010年2月 擔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行政總裁，為該行首名
華人CEO；

2020年5月 擔任總商會主席；

2021年6月至今
退休後獲委任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非
執行主席、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
司兼滙豐銀行慈善基金主席。

王冬勝簡歷王冬勝簡歷

1991年7月 國際商業信貸銀行被發現
嚴重虧損後，被英倫銀行
接管，而香港國商銀行因
母公司問題，被政府指令
停業，並證實財務出現問
題，最終清盤收場，連累
其他外資銀行一度出現擠
提；

7月17日 當時具中東背景的道亨銀
行和港基銀行擠提，外匯
基金向市場注資，局面得
到控制；

8月7日及9日 萬國寶通銀行和渣打
銀行受謠言影響，也
分別發生擠提。在政
府和同業幫助下擠提
事件很快平息；

1997年11月 港基國際銀行因亞洲金融
風暴出現擠提，在政府、
金管局、滙豐、渣打及中
銀表態支持下，事件一日
後平息；

1999年 香港國商銀行正式發放所有
清盤後利息，香港存戶最終
全數取回100%存款；

2006年 政府推出存款保障計劃，旨在
為存款人提供保障，如存保計
劃的成員銀行倒閉，無論個人
或公司存戶，均可獲高達10
萬港元的補償；

2008年9月 東亞銀行被人刻意造謠，
傳出現財政困難及將被政
府接管，導致總行及多間
分行一度出現擠提，最後
由時任主席李國寶出面澄
清及闢謠，事件隨後逐漸
平息；

2011年 政府優化存款保障計劃。如存
保計劃的成員銀行倒閉，無論
個人或公司存戶，均可獲高達
50萬港元的補償。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
銀行擠提事件回顧銀行擠提事件回顧

難忘九十年代銀行擠提難忘九十年代銀行擠提 親身運鈔險象環生親身運鈔險象環生

居安思危 永不會錯

◆縱橫銀行界40多年的王冬勝，親歷上世紀九十年代銀行
連環擠提事件，也見證了回歸後香港的金融基建更鞏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19911991年國際商業銀行倒閉事件年國際商業銀行倒閉事件，，引發同年多間本港引發同年多間本港
銀行出現擠提銀行出現擠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冬勝讀王冬勝讀ITIT出身出身，，機緣巧機緣巧
合下加入金融業合下加入金融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