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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金銀號 

 
  1881 年．香港已有三十四間買賣金條銀條，以及金葉的金銀號。

當時亦有十多間經營金銀首飾的店舖。軟身及薄如紙的金葉，方便貼

身攜帶以及零碎拆開沽售，很受安南及東南亞一帶的人歡迎。金銀號

亦供應金銀條予首飾店鋪。 

 

  1870 年代的金銀號，又名金鋪、金號等，多集中於皇后大道中，

文咸街及永樂坊（街）一帶，著名的有永樂坊的昌盛況空前家族成員

有余詭生和余振強等）、文咸東街的永盛隆及麗興，兩者皆經營至 1990

年代。而昌盛的地鋪則一直維持至 2010 年改建為新廈為止。 

 

  二十世紀初的新經營者，有德輔道中的信行金銀公司、文咸東街

的誠信及源通利等。源通利、信行、連同老牌的永盞隆及麗興，為足

金金條、金葉、金幣及白銀和銀幣的報價行。 

 

  供各金銀號進行買賣及「對沖」的「金銀業行」，於 1910 年德輔

道中成立，1918 年易名為「金銀業貿易場」，於 1927 年遷往孖沙街的

現址。1932 年共有行員近二百五十家，當中亦包括若干家銀行及銀號。

當時若干間銀行及銀號亦有經營金銀條業務。 

 

  淪陷時期，金銀業貿易場被日軍當局勒令停業，但仍有部份金銀

號及金飾店照常營業。 

 

  和平後開業的著名金銀號，有同位於文咸東街的利昌和景福，現

時仍在經營。另一間具影響力的，是於金銀貿易場內，被稱為「阿爺」，

金銀條成交量皆十分龐大的寶生銀行，於 2001 年被併入中國銀行（香

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