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区滨江支行营业场所变
更为：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渡口路 383-395 号 （单号），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北仑区滨江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33020046
许可证流水号：01042536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5月30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渡口路

383-395号 （单号）
邮政编码：315801
电话：0574-86797152
业务范围：吸收个人储蓄存款；办理汇兑业

务；从事银行借记卡业务；代理

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代理
兑付、承销国债；办理个人存款
证明服务；办理定期存单小额质
押贷款业务；办理基金代销业
务；办理个人国内外结算；办理
个人理财业务；总行等上级机
构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的业务范围内授权开展的其他
业务。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23年6月16日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区滨江支行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根据 《宁波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工作指引》
（甬金管 〔2021〕 7 号），经宁波市鄞州汇金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鄞州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申请，我局拟取消宁波市鄞州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试点资格。

宁波市鄞州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试点资格
取消后，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公司性质变更或注

销。现就取消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格予以公告，公
告期为 6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期
内向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鄞州区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反映情况，电话：89292377、89296682，传
真：89296684。

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20日

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拟取消宁波市鄞州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试点资格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您好，为了给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我公司将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 00:00-06:00 对海曙区、

江北区和鄞州区宽带网络设备进行优化升级，届时可

能会影响海曙、江北、高新和鄞州区域联通宽带和沃

TV 的正常使用，联通互联网专线、VPN 专线、固定

电话业务及 3G/4G/5G 手机业务均不受影响。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网络升级期间如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2023年6月20日

网络升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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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刚故居，位于庄市街道钟包新
村的后新屋，离思源路仅数里之遥。包
氏故居的中堂“履安堂”厅内挂着一副
隶书堂联：
虎踞龙盘称雄世界光前裕后道履绥和
凤翔燕舞慈范懿德人杰地灵居安纳福

这副堂联的下联写包氏家风，上联明写船王辉煌成就，暗寓包
氏的经商理念与成功秘诀：既敢为人先，又道履绥和，也即稳健。正
是凭着这一经商理念，包玉刚先生迭经航运业惊涛而履险如夷。

包玉刚祖上做鞋业生意，鞋，延伸开去有“走”的意思。天
下商帮，比如晋帮、徽帮和“宁波帮”，他们各有各的走法，各有
各的路径，各有各的归宿。

宁波人的基因里有一种遗传密码——出外闯荡，其血脉中天
生涌动着“涉狂澜若通衢”的特质。自古宁波人就养成了涉足大
海、励精图治的人文精神。宁波的出海口滋育了一大批“宁波
帮”航运家。

研讨会上，“宁波帮”研究专家、宁波钱币学会副会长王建明
指出，“宁波帮”与中国近代航运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包玉刚创办
的环球航运集团，在上世纪 80 年代成为世界最大的航运企业。董
浩云是“世界七大船王”之一，他创办的东方海外航运公司目前
仍然是举足轻重的航运巨头。虞洽卿等宁波商人集资创办宁绍、
三北等轮船公司，标志着民营航运业走向了与外资航运业、官办
航运业公开竞争及相互抗衡的新时代。为支持抗战，一代“船
王”陈顺通和他的“源长轮”自沉于长江江阴要塞，显示了一位
宁波商人的爱国壮举⋯⋯

在与潮和海的搏斗中，宁波人锤炼了经商才干，同时也培育了
敢于闯荡、敢于冒险的精神，“比之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故乡的大海滋育了“宁波帮”，游子还乡帮助故乡进行开发建
设。这样的家国情怀，深深融入了每个“宁波帮”人士的血液——

培养了胡适等一众学者名流的上海著名私立学校——澄衷学
堂，是宁波富商叶澄忠创办的；复旦大学的教学楼，是李达三捐
资 1000 万港币建设的；专用于赈灾办学的鄞州严氏义庄 （如今的
善园），是金融家严康懋一手创建的⋯⋯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宁波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深厚的
文化底蕴、悠久的文脉传承和浓郁的工商灵气，孕育和成就了享
誉天下的‘宁波帮’。”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宁波市委统
战部副部长徐平元在致辞中表示，“‘一个宁波帮，半部近代
史’，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宁波帮’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
发展作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同时，一代代

‘宁波帮’人士将自身发展紧紧融入国家的前途命运，无论时代洪
流如何推进，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抱赤子之心、守家国大义、秉开
拓精神，为祖国和家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事实上，“宁波帮”的家国情怀，远不止造福桑梓这么简单，
在社会转型方面也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近代上海的繁荣，“宁波
帮”功不可没；而宁波本土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及至宁波
籍两院院士在同等城市中数量一直保持全国第一，其原因无疑也
可以归结为“宁波帮”的贡献。

一
个
宁
波
帮
，半
部
近
代
史

﹃
宁
波
帮
﹄
的
家
国
情
怀
令
人
动
容

在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中，“后起之秀”
宁波商帮为何强势崛起？研讨会上，与会专
家各抒己见，提炼宁波商帮的精神特质，深
度解读宁波商帮的成长密码。

宁波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天杨从钱庄发
展史的角度剖析了“宁波帮”的成功之道。

“与官府保持恰当的关系，是‘宁波帮’的

经商智慧。遇到危机时，宁波钱庄往往通过宁
波商会转函当地政府，寻求官方的支持，但又
并不依赖当地政府。同时，他们会联络上海的

‘宁波帮’人士寻求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
王天杨认为，“宁波帮”的成功，不是靠官方
的特权，而是靠诚信经营，以理服人。

上海大学教授、宁波商人研究中心主任李

瑊指出，许多宁波商人经商致富后，没有把所
蓄积的钱财依附于外资企业或购地收租，而是
把获得的商业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

19 世纪中叶，对外开埠使中国与世界连
成一片，随之出现了进出口贸易、日用洋货、
保险业、证券业、银行业等新兴行业。甬商适
时更新经营项目，参与新兴行业的开发。

“当时涌现了朱志尧、朱葆三、虞洽卿、
刘鸿生等名闻中外的著名买办。宁波人扬长避
短，使自己的优势产业沙船业向航运业转变，
钱庄业向近代银行业渗透，金融资本和商业资
本相结合，为‘宁波帮’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
础。”宁波大学硕士生导师胡丕阳分析。

诚信经营，以理服人
宁波商帮“后来居上”强势崛起

专家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宁波帮”所
呈现的历史现象, 是一次推动中国近代工
商史发展的伟大产业实践。“宁波帮”以地缘
为纽带，各产业领域相互支持，迅速在上海脱
颖而出，并扩张到全国各大商埠，进而扩展到
港、澳等大商埠。

在《守望·传承——宁波帮博物馆馆刊
十年文萃》中，一位宁波文史专家曾撰文指
出，“宁波帮”作为特定的工商史现象，它的
成功还需要从工商史本身提供的机遇中去
寻找。鸦片战争以后，杭州湾彼岸的上海正
在形成远东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近代产业
中心，以及作为洋货倾销的商业集散平台。
这是一个有大作为的“大时代”，“宁波帮”慧
眼独具地发现了这个历史大趋势，此后，“宁

波帮”就像海鸥逐浪一样，奔向了风气先开的
商埠城市，参与了全国主要城市的经济近代化
过程，赢得了“无宁不成市”的美誉。

“宁波帮”在商业和航运上的两大历史优
势，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施展。而过账码头
的金融敏感与金融创新能力，使“上海时期”的

“宁波帮”在金融领域取得了最为精彩夺目的业
绩。当时的上海工商界名流穆藕初曾高度评价

“宁波帮”：“中国经济中心在于上海，但上海如何
能有今日呢？不必说，靠的是宁波人的力量。”

“‘宁波帮’还以同样的热情参与对天津、汉
口的建设，并参与全国性政治事务的尝试，以此
获得声誉、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和社会网
络。”《中国经济史研究》副主编高超群表示。

而在“香港时期”，航海业又大放异彩。“宁

波帮”以香港为中心缔造了庞大的“航运帝国”，
并发展成为拥有两位世界船王的国际航海业的
一支重要力量。

之后，以包玉刚为代表的“宁波帮”又缔造
了“强龙上岸”的传奇。

研讨会上，香港大学名誉教授李培德以包
玉刚为个案，分享了“1980 年代香港华商的机
遇、挑战与回应”。

李培德说，包玉刚的事业，为人所津津乐道
的，还有分别于 1980 年和 1985 年成功收购英资
九龙仓和会德丰，正式揭开了华资取代英资的
序幕，为日后华商做大做强提供了一个重要契
机。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忠从甬沪两座
城市的经济关系甚至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
展的整体视角，展开对“宁波帮”经济贡献的研
究。他说，“宁波帮”商人及企业家群体的努力，
不但促进了母地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
资本、人才转移，“宁波帮”迅速转型为上海第一
大商帮，为促成上海成长为长三角增长极城市
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各大商埠风生水起
“宁波帮”与沪、港的城市情缘

近年来，宁波市委、市政府坚持不懈推
动“宁波帮”工作，持续擦亮“宁波帮”金
字招牌，建设了宁波帮博物馆，搭建了世
界“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甬港经
济合作论坛、浙江宁波侨梦苑和宁波市阳
明文化海外传习基地等一批重大平台载
体。近年来，我市尤其注重新生代“宁波
帮”人士的联络联谊，组织开展甬港、甬澳、

海峡两岸等一系列青年交流活动，增进了新
生代“宁波帮”的家国情怀，为我市建设现代化

滨海大都市汇聚海内外最广泛的奋斗力量。
“要积极利用好这次研讨会的平台，开展

新时代‘宁波帮’精神内涵的提炼和宣传，共
同让‘宁波帮’历经百年淬炼的赤子精神更好
地散发时代光华，并就如何发挥好‘宁波帮’
资源，助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的有力
举措、有效途径和长效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探
讨。”徐平元说。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陈彩凤提

出，做好“宁波帮”文章，对提升宁波城市品牌的
美誉度和影响力，增强宁波城市文化的凝聚力、
向心力和认同感，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天的研讨会上，还举行了《甬商家族的历
史记忆》新书首发及赠书仪式。该书的执行主编
李瑊告诉记者，沪甬两地渊源深厚，上海素有甬
商活动的“大本营”之称，通过两地平台的合作，
能够凝聚更多关注“宁波帮”和甬商研究的力量。

“宁波商帮是宁波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城
市名片，极富个性魅力，至今仍活跃在中国社会
经济舞台。”李瑊建议，宁波商帮研究是一个贯
穿古今的学术命题，需要进行通盘考虑、顶层设
计。建立海内外“宁波帮”资料库并随时更新，进
一步收集与甬商有关的文化古迹、人文景观、历
史建筑，为这些“活化历史”建立一份完整的名
录。在城乡改造建设中，高规格保护修缮好具有
代表性的历史遗存，使乡愁有所寄托，让城市富
有“灵魂”，赓续传承历史文化。

赓续传承历史文化
让“宁波帮”精神在当代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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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云集宁波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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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路上，宁波帮博物馆以整体的
“甬”字造型，成为天下宁波人的情感

地标、精神家园。无数的参观者带着好奇走
进去，带着震撼和疑惑走出来：他们震撼于

“宁波帮”这一群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竟然作出了如
此多如此大的贡献，他们疑惑于为何这一伟大的群
体会诞生在宁波，什么样的文化传承才能造就“宁波帮”
的辉煌？

答案或许从上周五在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中可
以找到。

本次研讨会由宁波博物院（宁波帮博物馆）联合上
海大学宁波商人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相关专
家学者，以及“宁波帮”后人近百人齐集一堂，

共话“宁波帮”的转型与传承，深入阐释和
弘扬“宁波帮”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当

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及社会经济建
设提供更多的历史启悟。

2018年11月，包玉刚故居修缮启用。

本版图片由宁波帮博物馆提供

研讨会嘉宾发言。

1908年的四明银行。

宁波老钱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