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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院
管
理
局
於2005

年
開

始
推
行
「
醫
管
局
藥
物
名

冊
」，
病
患
者
需
自
費
購
買
醫
生

處
方
藥
物
，
應
付
高
昂
的
藥
物

開
支
。
部
份
藥
物
，
包
括
較
新

的
標
靶
藥
物
，
費
用
昂
貴
，
醫

管
局
一
般
都
不
會
資
助
，
不
少

貧
困
病
患
者
陷
於
「
無
錢
無
藥

醫
」
的
困
局
。
因
此
，
聖
雅
各

福
群
會2009

年
成
立
首
間
非
牟

利
社
區
藥
房 —

「
惠
澤
社
區
藥

房
」，
以
現
金
或
藥
物
資
助
經
濟

困
難
的
病
患
者
。

「
封
頂
式
」
資
助

社
區
藥
房
於2016

年
以

問
卷
訪
問
超
過
一
百
名
癌
症
病

患
者
，
調
查
顯
示
有95%

的
受

訪
者
表
示
藥
費
開
支
比
預
期
大
，

有
近
半
受
訪
患
者
甚
至
想
過
放

棄
治
療
，
另
有
達65%

 

需
依
賴

親
友
的
財
務
協
助
，
更
甚
的
是

向
銀
行
或
財
務
公
司
借
貸
。
為

了
與
病
患
者
同
行
，
社
區
藥

房
免
費
資
助
或
以
優
惠
價
錢

售
出
自
費
處
方
藥
物
。
惠
澤

社
區
藥
房
經
理
陳
潔
施
表

示
，
以
一
名
肺
癌
病
患
者
為

例
，
每
月
藥
費
約
５
萬
５

多
元
，
長
期
服
用
的
藥
物
開

支
猶
如
「
無
底
深
潭
」
。
因

此
，
藥
房
推
出
藥
費
「
封
頂

式
」
資
助
，
合
資
格
的
患
者

只
需
支
付
８
個
月
的
藥
費
後

即
封
頂
，
由
藥
房
提
供
餘
下

療
程
的
藥
物
援
助
。
社
區
藥

房
亦
關
顧
病
患
者
因
治
療
疾

病
所
帶
來
的
額
外
開
支
，
包

括
：
免
費
提
供
營
養
補
充
品
、

醫
療
用
品
等
，
從
而
紓
緩
病
患

者
及
照
顧
者
沉
重
的
經
濟
壓
力

和
負
擔
。

知
藥
用
藥

社
區
藥
房
聘
有
全
職
的
註

冊
藥
劑
師
，
教
授
病
患
者
正
確

的
用
藥
知
識
，
從
而
有
效
控
制

病
情
。
藥
房
除
了
售
賣
藥
物
外
，

亦
為
病
患
者
提
供
藥
療
輔
導
服

務
，
病
患
者
可
與
藥
劑
師
個
別

進
行
免
費
藥
物
諮
詢
，
每
次
諮

詢
約
十
五
至
三
十
分
鐘
，
使
病

患
者
能
夠
清
晰
地
查
詢
有
關
藥

物
的
知
識
，
了
解
所
服
用
的
藥

物
與
治
理
疾
病
的
成
效
。
藥
劑

師
亦
會
到
不
同
地
區
的
長
者
中

心
、
病
人
組
織
及
展
覽
等
主
講

講
座
，
透
過
其
專
業
糾
正
病
患

者
錯
誤
用
藥
的
觀
念
。
如
欲
了

解
更
多
有
關
服
務
，
可
致
電

28313289

查
詢
。

十九世紀後期，香
港 已 有 三 十 多

間，可接受存款的「華
人銀號商 」。 踏入
二十世紀 ， 陸續增
加 ， 較著名的有瑞

吉、蚨豐、鴻裕，以及馮平山經營
的亦安，簡東浦經營的德信，以及
鄧志昂經營的鄧天福等。

規模較大的，是於 1911 年開
業位於德輔道中 6 號的廣東銀行。
此外，還有於 1918 年開業的工商
銀行及華商銀行。

1919 年，由簡東浦及李冠春
等經營；位於皇后大道中 2 號的東
亞銀行開業，稍後遷往德輔道中 10
號現址。

1920 年代開業的，有國民商
業銀行、道亨銀號、康年儲蓄銀行、
嘉華銀行及永安銀行等。除道亨位
於文咸東街外，全部皆位於德輔道
中。

1933 年開業的，有永樂街的
恒生銀號、文咸街的永隆銀號，以
及汕頭商業銀行，前兩者於 1960
年改名為銀行，汕頭商業現時為大
眾銀行。同時改為銀
行的還有 1930 年代
後期的廣安銀號和永
安銀號。

和平後於 1946
年開業的有正和銀
行，但於一年後倒
閉。隨後，有開業於
1947 年的大新銀行，
1948 年的廖創興銀
行。

1950年代則有：
有餘商業銀行、華人
銀行及海外信託銀行

等，由當時起至到
1970 年代，還有遠
東、香港工商、明
德、友聯、恒隆等
多間。

1 9 6 1 及 6 5
年，曾發生兩次擠
提風潮，後者導致
明德和廣東信託銀
行的倒閉，恒生銀
行成為滙豐的附屬。

另一次風潮則
發生於 1983 至 86
年間，涉及恒隆、
海外信託、遠東、
香港工商、友聯、
康年、嘉華及永安
等多家，最後，全
被港資及中資銀行
所收購，較顯著的
是友聯轉變為中國
工商銀行（亞洲）、
嘉 華 則 為 中 信 銀
行、而元老級的廣東銀行則依次變
為：太平洋亞洲銀行、美國銀行亞
洲及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封
頂
式
資
助

歡迎大家於辦公時間內致電，詢問有關由藥物的存放、所服食的藥物疑問，如藥能、藥性、服藥後的反應、與其他疾患的藥物同服食注意事項、藥物與食物的相沖及食療等
問題。

◆
黃
仲
然

•	約 1915 年的文咸東街，由急庇利街東望。
這一帶有多間銀號及藥材行。

•	文咸東街的華人銀行銀號
區，約1920年。左方為蘇
杭街。

•	農歷年期間，遍懸「紅黃藍
白黑五色國旗」的南北行街
（文咸西街），約1915年。
這一帶亦有若干間華人銀號。

•	1989 年的德輔道中。右方
的第一太平銀行後來併入東
亞銀行。

•	約 1925 年的皇后大道中。右方為中環街市。
街市以西為華資銀行銀號區。

◆鄭寶鴻

•	約 1925 年的文咸東街，所在現為「新紀元
廣場」。右方祐記及貞昌銀號的正中是道亨
銀號（現為「星展」）。

•	約 1958年的皇后大道中華資銀行區。左下
方為永隆及昌記銀號。

本 地 華 資 銀 行

助
患
者
繼
續
治
療•	社區藥房的註冊藥劑師提供免費藥物諮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