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環港交所交易大堂
租約本月底到期後，將

改裝為「多用途和具代表性的金融地
標」，「紅衫仔」時代正式結束，多年來
「紅衫仔」（出市代表）在交易大堂為對
盤來回奔跑穿梭的畫面將成為歷史。曾在
交易大堂工作、目睹過當年盛況的資深經
紀對此甚感唏噓。早在四所時代已是「紅
衫仔」的郭思治，現為民眾證券董事總經
理，他說最傷感的並不是大堂的取消與
否，而是覺得時代巨輪不斷向前，很多人
與事都被科技淘汰，剩下的是一直提醒着
你，世界分秒都在變化的「警鐘」。

遠東最先印上代表號碼
郭思治表示，他在四所（香港、遠東、金

銀、九龍）時期，已經是出市代表，先後
73年在九龍會、74年在遠東會，至79年到

了金銀會工作。他指，當時四所出市代表的
衣服顏色不一樣，好像金銀是青綠色背心，
遠東才是紅背心。當時的出市代表經常要走
出走入，寫紙仔、畫黑板，為免混亂，遠東
會就採用了印上代表號碼的紅色背心，其他
交易所就陸續出現「紅衫仔」。

出市代表記性好數口準
七十年代初是港股其中一個黃金年代，

所有新股不論公司背景如何，一律暴升
四、五倍。郭思治說，當時能夠買賣股
票，是身份的象徵，所以紅衫仔甚具社會
地位。「當時四所的交易大堂地方不大，
一個經紀牌佔一個櫃枱，一個櫃枱只能容
納兩部電話、兩名出市代表，但一般代表
都不會呆在『檔攤』，因為當時大市暢
旺，代表要四處喊價、畫黑板，經常攝位
搶交易，根本無時間坐低。」

「當時大家都是靠『畫黑板』交易，出
市代表的記憶力都很厲害，要幾多貨、沽
幾多貨全在心裡，數口相當準。但難免總
有錯漏的時候，買多了大都由出市代表
『硬食』，賣多了一般都會有行家『俾番
你』填數。」他續說，就算後來市況逆
轉，經歷73年股災，一眾出市代表都很
團結，不斷互相安慰，有很多真的親如兄

弟。
73股災促使港府要求四所合併，並最終

在86年成事，位於中環交易廣場的聯交
所交易大堂亦在當年4月開始使用。「第
一天來交易大堂工作，覺得這裡很有氣
派，有近千人一起工作。」交易大堂全盛
時期有超過1,200人出市，香港上市的股
票全都在大堂交易。
郭思治表示，交易大堂出現後，出市代

表便告別了以往「畫黑板」的年代，當時
大家都望着大堂中間的大熒幕。雖然每個
櫃枱都有一部電腦，但速度很慢，電話又
經常打不通，結果大家仍要走來走去寫紙
仔，惟由於交易大堂比四所年代的大很多
倍，大市旺的時候，「真是走到氣咳」。

87股災時，本港尚未有中央結算，股票
買賣要一手交股票，一手交錢。「猶記得
停市4日後的情況，當時消息相當混亂，
但所有出市代表都在大堂，可即時交換消
息。當時一批批股票，真的疊到山一樣
高。」

科技進步取代交易大堂
在沒有自動對盤的年代，大家都知道有人

想賣出或者買入，但不知道有意買賣的量，
出市代表要自己計算買賣的股數。到96年
第二代自動對盤及成交系統啟用後，上述情
況才有所改善，本港的交易才更有效率。但
郭思治當時已想到，新系統出台後，交易已
不再局限於大堂，券商可於寫字樓直接落
盤，結果大堂櫃枱紛紛被棄租。
果然，4.5萬方呎的交易大堂，現時每

日平均只有30人出市交易，由以往的吵
吵鬧鬧，變到現時的冷清。回首昔日，郭
思治稱慶幸經歷過最好時代，也懷念那個
年代的人，都講誠信、講口齒，大家的
「距離」相當近。但在電腦也快被人工智
能取代的年代，出市代表已如交易大堂一
樣，面臨淘汰。然而遺憾的是，科技看似
是更將人與人連繫在一起，但實際上大家
的「距離」卻愈是疏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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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大堂退役 新大時代開啟
變身「香港金融大會堂」明年首季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本港股壇昨迎來

一個重要日子，有31年歷

史的港交所（0388）交易

大堂，昨日收市後正式關

閉，港交所會將之改造成

「金融地標」香港金融大

會堂，預計明年春節開

幕。在昨晚的告別派對

上，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

加表示，這大堂在過去30

年來，經歷過各種大時

代，但大時代不會因大堂

的關閉而結束，反而是香

港新的大時代將會開始，

進一步創造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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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紅衫仔的故事

■ 在加強市場監管和合併四所的壓力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於1980年註冊成立。四所時代於1986年3月27日劃上歷史
句號，新交易所於1986年4月2日開始運作，採用電腦輔助交
易系統進行證券買賣。

■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前身是香港商品交易所，於1976年成
立，是亞太區內主要的衍生產品交易所。1985年5月7日，香
港商品交易所易名為香港期貨交易所（期交所）。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於1989年註冊成立，中央結算及交收系
統於1992年投入服務，成為所有結算系統參與者的中央交收對
手。

■ 香港的證券交易最早見於19世紀中葉。然
而，要到1891年香港經紀協會成立時，香
港方有正式的證券交易市場。該會於1914
年易名為香港經紀商會。

■ 香港第二間交易所—香港股份商會於1921
年註冊成立，並於1947年與香港經紀商會
合併成香港證券交易所。

■ 1969年的遠東交易所、1971年的金銀證券
交易所以及1972年的九龍證券交易所相繼
成立。

1947年
■香港證券交
易所成立。

1976年
■香港商品交
易所開始營
運。

1987年
■87 股災，港
股停市4天。

2014年
■滬港通於11月17日正式開
通。

2000年
■香港交易所在
聯交所上市。

■■郭思治早在四所時期已郭思治早在四所時期已
是出市代表是出市代表。。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歐寶材歐寶材

張華峰擁7件紅衫背心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個極具標誌性的交易

大堂昨日完成歷史任務，正式「退役」。昨日參與
大堂「最後Party」的出市代表，有不少熟悉的「老
面孔」，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擁有7件紅衫背
心，他自己也是經典的「紅衫仔」代表，在1986年
至1988年他在交易大廳工作過。他指這個大堂見證
着本港經濟多次的興衰、牽動無數股民的心情，成
為紅衫仔也是當年很多人的夢想，大堂退役的確令
他感到依依不捨。不過，隨着時代變遷，香港也要
發展金融科技，不但着眼於香港，更要拓展到「一
帶一路」沿線城市，朝着國際化進一步發展。

蔡陳葆心：捐金銀會橙色背心
縱橫股壇數十年，曾任聯
交所副主席的中潤證券主
席蔡陳葆心，亦慨歎失去
一個值得紀念的地方。對
於交易大堂將來會把一部
分地方改建成博物館，她
表示會將部分珍藏多年的物

品，包括金銀會時代的橙色出
市背心，捐給博物館展覽。

原來四會時代的金銀會，初時的背心是橙色的，
並且需要在背後「綁帶」。在73年股災後，很多行
家都說這件「綁帶」背心不好意頭，有被「綁住」
的寓意，所以金銀會後來就改為青綠色的背心。
股壇老行尊張天生昨日也在現場，他透露原本也

擁有兩件金銀會年代的「背心」，一件紅色、一件
綠色，可惜在早年已丟掉，令他覺得相當遺憾。

歐寶材：盼再創傳奇集體回憶
從事證券業數十年的凱敏證券主席歐寶材昨日感

性地說，他們這一代的經紀很幸運，能有一個集體
回憶可以時刻去懷念，每當大家行家圍在一起時，

總有說不盡的「當年」。交
易大堂既見證着本港證券業
的興旺，也為一眾經紀的回
憶，提供了最美好的場景。
雖然紅衫仔從此在「缸湖」
消失，但他並沒感到特別的
不捨，認為時代就是要不斷
地向前，港股一定會愈來愈
來好，創造下一個傳奇的集
體回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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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陳葆心蔡陳葆心

■■港交所昨在交易大堂舉行聚港交所昨在交易大堂舉行聚
會會，，林鄭月娥與數百名出市代表林鄭月娥與數百名出市代表
合影合影。。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左起：李小加、陳茂波、林鄭月娥、周松崗、劉怡翔、唐家成及張華峰昨天在
港交所大堂留影。

紅背心、電話聲、圓柱形熒光幕上滾
動播放着股價，這是港交所交易大

堂標誌性的景象。開幕31年來，它見證
了香港證券業的發展與進步。隨着科技
的進步，交易大堂也完成其歷史任務，
昨日收市後正式關閉，穿着紅背心的出
市代表（紅衫仔），在交易大堂穿梭奔
跑的場景成為絕響。為了向一眾紅衫仔
及那個「時代」致敬，昨日收市後，港
交所在交易大堂舉行紅衫仔告別派對，
數百名出市代表和證券界代表濟濟一
堂。

林鄭獲贈「001」紅背心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等官員亦應邀到訪，並與一眾出市代
表合影留念。林鄭更獲贈編號「001」的
紅背心，相信也是港交所送出的最後一
件「紅衫仔」。昨日有約1,400位賓客及
逾百名傳媒到場，交易大堂又彷彿回復
當年全盛時期人聲鼎沸的景象。
當年由鄭少秋主演的經典電視劇《大
時代》也曾在交易大堂取景，李小加表
示，香港的金融人在這裡歡喜過、悲傷

過，賺過錢、也虧過錢，整個市場經歷
了巨大的發展。他強調，關閉只是這個
場景的結束，絕非香港大時代已結束，
反之，他認為香港新的大時代，一個大
大時代將開始，會進一步創造輝煌。
他說，明年春節重新開放後，這裡將
被命名為香港金融大會堂，英文名為
Hong Kong Connect Hall，即香港互聯
互通大廳，擁有博物館和會議室，並對
公眾開放，它將傳承推廣香港證券業的
使命，可用於舉辦儀式、展覽、會議及
投資者教育活動，繼續推動香港金融市
場的發展。

鼎盛時逾1200出市代表
交易大堂自1986年開幕後一直用作場

內交易，見證了香港證券業的發展與進
步。1986年4月2日，由4家交易所合併
而成的香港聯合交易所在中環交易廣場
開始運作。當天恒生指數收市報1,603
點，成交2.26億元。1986年平均每日成
交金額不足5億元。當年是場內交易的鼎
盛時期，在交易大堂工作的出市代表超
過1,200人之多。2007年10月30日，恒

指於歷史高位31,638點收市。2015年4
月9日，港股成交達歷史高位2,939億
元。
1993年自動對盤系統推出，香港證券

交易開始全面電子化，交易大堂使用率
逐漸降低，在2006年翻新後，交易櫃枱
由906個減少至294個，而另外新設了展

覽館、會議廳、傳媒採訪區和新聞直播
室等功能分區。之後，隨着科技的發
展，越來越多交易所參與者選擇在自己
的辦公室內進行買賣，場內交易大幅減
少。在關閉交易大堂的前幾日，只有30
多個出市代表在場內工作，大部分交易
櫃枱已被清理一空。

「四所」時代
（1891~1986年）

成立聯合交易所
（1986~2000年）

成立香港交易所
（2000年至今）

1985年
■香港商品交易
所易名為香港期
貨交易所。

1993年
■青島啤酒成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H
股公司。

2007年
■恒指曾創31,000
點歷史新高。

■ 財政司司長在1999年的財政預算案公佈證券
及期貨市場全面改革方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與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期交所）實行股份化並與香港中央結算有限
公司（香港結算）合併，由單一控股公司香港
交易所擁有。

■ 聯交所及期交所在2000年3月6日正式合併，
合併後的香港交易所於2000年6月27日以介
紹方式在聯交所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