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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股”究竟花
落谁家？

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证券交易所

面世之前，有价证券还是一个颇为新鲜的事

物。1981年，中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然

而，昔时储户只知道国库券是一种能让钞票

比存银行回报更高的东西。直到3年后新中

国第一批股票横空出世，震动了全球证券市

场，也让平民投资者经历了财富生活的“脑筋

急转弯”。不过，与如今的数千只股票规模相

比，想当初A股刚出笼时陆续发了8只股票，

俗称“老八股”。

“新中国第一股”到底是哪张？严格意义

来说，并非股民耳熟能详的“飞乐音响”（民间亦

称“小飞乐”），而是注册在浦东川沙的一家集体

企业，当时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率先向社会发

行了50万股股票。只不过，这家企业规模有

限，“命数不长”，开张一年后就因经营不善宣告

倒闭，以一个刚发行股票不久就“寿终正寝”的

企业来代言“第一股”，显然不太妥当。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1986年，新

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出现在上海南京西

路1806号，一间由理发店改造、面积仅有12

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买卖交易的只有“飞乐音

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正是从这个简

陋逼仄的小柜台起步，新中国证券交易市场

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没过多久，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

翰 · 凡尔霖到访中国，受到“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邓小平的接见。得知凡尔霖拟赠送一枚

纽交所的徽章给小平同志，时任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陈慕华随即打电话到上海，希望选一

张具有代表性的股票回赠凡尔霖。

上海方面碰头一琢磨，一致觉得“飞乐音

响”合适，原因在于这张股票发行时间较早，

在证券市场“群众基础好”，而且股票由上海

印钞厂印制，质地相当“挺括”，馈赠外宾“拿

得出手”。同时考虑到不能随意使用空白金

融凭证，便在股票户名一栏签署了当时分管

证券工作的人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

名字，连夜派人送抵北京。

历史见证非凡时刻，1986年 11月 14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当邓小平将一张面额

为人民币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赠

予凡尔霖，全世界为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举

动而发出惊叹声。手捧股票，凡尔霖欣喜若

狂，可打开一看，户主不是他的名字，当即提

出更改户名的请求。在得到允准之后，他连

忙改变行程，兴冲冲直奔上海静安证券业务

部，亲自办理了股票过户转让手续，并幽默

地说：“该收多少手续费，别客气。”一席话引

得哄堂大笑。如今，这张“原始股”已被永久

陈列在纽交所的展示柜里。

事后，“飞乐音响”的始作俑者、时任上海

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在回首当年的破

冰之旅时感喟：“那时没有既定的政策法规，

就这么摸着石头过河。每到关键时刻，总有

无形的手在推进，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这

么成了。”是啊，新组建的飞乐音响公司急需

资金，于是就有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股份

制的构想；报纸意外“泄露风声”，迫使主事者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上海人乐于接受新生事

物的观念和环境，也催生了证券市场“零的突

破”。与其说是当事人的“无知者无畏”，不如

说是申城金融改革的“水到渠成”。

申城第一张工资卡跟母亲
河有关？

遥想当年，老百姓每到发薪的日子，总得去

单位财务科领取一只工资袋，袋口写有自己的

姓名，里面装有大票小票，整整齐齐叠放着一个

月的劳动收获。

时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总工程师倪

水林自海外考察回来，率领团队投入研发ATM

（自动柜员机）系统及与之配套的取款卡。凡事

开头难，更何况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局面。

研发离不开科技设备运行，计算机要靠空调维

持恒温，但彼时城市基础建设“欠账”甚多，电

力、通信等配套条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位于

居民区的储蓄所供电捉襟见肘，天热常靠冰块

降温，申请用于联网的电话线路难上加难。当

然，更具挑战性的是从业人员的观念转变，那时

的银行“老法师”，全依仗“一只算盘一支笔，一

二三四五六七”包打天下，很多人连上机输入拼

音都很困难，让他们抛弃算盘用键盘，“难于上

青天”！

寒来暑往，春华秋实，1988年底，倪水林团

队研发的ATM系统诞生，使与计算机大机联网

的自助取款业务第一次在中国落地生根，第一

张ATM取款卡也随之呱呱坠地。

新生的“金融婴儿”该取什么名？当时有过

一番热烈的讨论。有人建议采用上海市花命

名，不妨称“白玉兰卡”；有人直言上海人是喝黄

浦江水长大的，适合取“浦江卡”；也有人说步入

改革开放民心思富，干脆就叫“财神卡”……因

研发团队工作地点在外滩，面朝黄浦江，最终大

伙儿觉得定名“浦江卡”更有纪念意义。

忽如一夜春风来。当上海第一台ATM机悄

然出现在外滩24号的门口，这个裹着白色机壳、

“面目冷峻”的庞然大物吸引了过往上海市民的

注目。有点好奇，有点兴奋，有点局促，人们用复

杂的表情接纳了“金融新宠”的降临。

伴随着银行电脑系统扩容、储蓄业务通存

通兑以及ATM机星罗棋布般地增加，企事业单

位财务科开始逐步“松绑”，每月只需把职工工

资账单传送给银行，由银行往每个职工持有的

“浦江卡”里转账打钱，再也不必“点钱点到手抽

筋”了。从一只工资袋到一张银行卡，这道分水

岭彻底改变了沪上百姓领工资的传统手势。

从此，每逢发薪日，银行ATM机跟前总是

排起了长蛇阵，渐成一道街头景观。然而，市民

金融意识的达成缺不得“受业解惑”。一天，工

行老西门储蓄所门前驶来一辆大卡车，一群工

人师傅从车上鱼贯而下，竞相涌进银行。原来，

这家工厂头一回改用“浦江卡”发工资，很多人

手执卡片无所适从，财务人员也解释不清楚，没

辙，厂长只好派了卡车把工人送来，由银行员工

手把手教其如何使用机具取款。有些老职工没

了工资袋浑身不习惯，一定要用卡取出现金眼

见为实，然后返回柜台存入账户才踏实安心。

你猜猜，编号 001的“浦江卡”主人是哪

位？原来是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他对银

行推动电子化建设非常关心，嘱咐秘书存进

200元钱代开了账户，以实际行动支持金融

新生事物。

滔滔浦江水，奔腾着岁月的
豪情，翻滚着金融的记忆。光阴
荏苒，经历改革开放四十五载，
申城百姓于急管繁弦的衣食住
行交响曲里，亲身感受到金融服
务的沧桑变迁，众多理财新品，
古彩戏法似的亮出来，市民跑银
行、保险乃至证券公司，感觉就
像逛超市一样便利。想当年，沪
上金融舞台涌现出的无数个“第
一”，亦留下诸多值得回味的幕
后珍档。

第一家本地银行该取什么
名字？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没有一家本地银行，而

申城作为长江流域经济龙头的地位日益显现，

迫切需要金融“源头活水”不竭而至。还在筹建

初期，市领导就对这家即将诞生的银行提出“二

要三不要”：要走自己的路，要办出特色，不要办

成迷你型的国有专业银行，也不要照搬照抄外

国银行模式，更不要办成解放前的旧银行。

怀胎中的银行叫啥名合适？筹建组负责人

北上央行陈述己见：因为上海地处祖国东部沿

海，风从东方来，最好取名“东方银行”，气魄比

较大。可惜，方案被听取汇报的人行常务副行

长郭振乾否决了，他建议：“就叫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吧，已经成立的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

行都带‘发展’两字，没有浦东开发开放，也就没

有浦东发展银行。”想想也对头啊，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就这么定了！

鉴于浦东正处于大兴土木的开发阶段，办

公用房紧缺，只好在浦西寻觅地方。1993年1

月9日，在宁波路50号，曾经是“中国摩根”银行

家陈光甫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楼里，浦

发银行揭牌仪式隆重举行。拓荒者回忆，“之所

以选择这里，据说风水好，同时改造比较方便

些，因为设有金库和保险库，底层大厅保留了当

年的银行格局，楼上则可作银行办公。”

4年后，外滩万国建筑群陆续置换，那幢被

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

建筑”的汇丰银行大楼易主，浦发银行成了新主

人，自此迈开了从长三角区域性银行向全国性

商业银行转型的坚实脚步。

无独有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城市私

营、个体经济乃至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城

市信用合作社如雨后春笋，遍地探出脑袋来。

屈指一数，上海先后开办了99家城市信用社，

民间称为“99朵玫瑰”，其资金总量相当于一

家大型银行。昔日，沪上“两小经济”方兴未

艾，个体户遇到融资困难，欲向银行借款，连

门槛都找不着，而“平易近人”的城市信用社

则为他们洒下纾困解难的“及时雨”。

1995年，国务院决定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建

立城市合作银行，上海被列入第一批试点城市。

由于“99朵玫瑰”分属各个系统和不同分管部门，

财务经营状况参差不齐，从“乌纱帽”到“工资帽”，

千头万绪，要将其捏合起来绝非一桩易事。不过，

各方很快达成了共识，只有将“小舢板”联成“航空

母舰”，才能抵御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扬帆起航，

行稳致远。同年12月29日，上海城

市合作银行横空出世。

值得一记的是，各地城市合作

银行均按要求统一更名为“某某市

商业银行”，但对于上海来说却是一

道难题。因为历史沿革因素，中国

香港、台湾地区都有上海商业银行，

且与上海城市合作银行之间存在一

定的业务关系，倘若上海也称“上海

商业银行”，很容易引起混淆。时任

央行行长戴相龙听了汇报后，灵机

一动：“索性删繁就简，叫上海银行

如何？”这样，银行名称越来越简约，

但上海银行栽植的事业大树却枝繁

叶茂，欣欣向荣，已然成为沪上金融

业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纽交所主席凡尔霖拜访静安证券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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