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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 

香港大东书局印刷厂工人组织「东联图书馆」。 

1941年 

《 华商报》在香港创刊。《华商报》是由廖承志、邹韬奋、范长江及邓文钊等人

创办。 

1944年 

东江纵队发展迅速，建立了较稳定的根据地，决定把以油印出版的队报《前进

报》改为铅印出版。 

1945年 

《 前进报》正式出版发行，当年印刷前进报的印刷机，现陈列于罗浮山东江纵队

纪念馆。 

1946年 

印刷业活版部门工人和平版部门工人分别成立了印工业余憩庐和石印职工互助社

( 后注册为港九印务职业工会和港九石印业职业工会) 代表活版和平版两大部门工

人，继续提出改善工时和改善待遇的要求，承接30年代与商会奠下的双边关系与接

触，分别和印刷商会举行了谈判，最后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份劳资协议。 

1948年《

大公报》于3月15日在港复刊，该报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 

由邹韬奋创立的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联合在香港成立「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1949年 

《 英文虎报》“ Hong Kong Standard”创刊。 

大鹏油墨在香港成立公司。 

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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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昌洪先生开展其印刷事业，于香港中环开设一家小型印刷公司，名为鸿兴印

刷。 

《 新晚报》于10月5日创刊，该报为《大公报》之姊妹报，主要读者对象为白领

阶层人士。现为仅存的香港晚报之一。 

1951年 

立法局会议通过《出版物管制综合条例》，总条例共八十四条，当中包括《报纸

登记及发行规则》、《印刷机（领照营业）规例》、《新闻通讯社规例》及《印刷品

管制规例》。另外亦规定报纸浆厂包括杂志的保证金由3,000元提高至10,000元，每

年还要缴交300元登记费。 

「 综合刊物管制条例」开始生效，任何在本港印刷的期刊，内容有涉及时事评

论，新闻或报道一般社会人士关注的事物，便要在首次出版前先往报刊注册处办理注

册手续，申请人须先缴交注册费10,000元或两位殷实人士签立担保书。注册时，刊物

之东主、督印人、主编、及承印均须纪录在案，并缴交注册费100元。报刊注册后，

出版人须依时将出版物每期一份送交注册处留作纪录，该刊物上并须由获得授权之负

责人签署，并存放于注册处六个月。 

1952年 

第一份以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小报《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主编为胡菊人及陆离。 

香港《商报》于10月11日创刊，以香港经济及与内地贸易之报导为主。 

一新印务购进香港第一台罗兰四色印刷机。 

政府印务局成立，是政府收购一间由葡萄牙人创办的罗朗也印刷公司而成。这间

印刷公司早在罗便臣爵士当香港总督（1891-1897）时与政府签署了承包印刷合约，

当香港沦陷，罗朗也印刷公司停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香港光复，罗朗也印刷公

司也恢复和政府的印刷合约，并接手使用设于域多利监狱的印刷工场。 

荷兰集团在香港成立摩顿洋行，同时代理罗兰及海德堡两大德国王牌印刷机。 

1953年 

邓镜波学校于九龙天光道开办，将原圣类斯学校的职业训练教具和学生迁至该校

上课，并扩充印刷工场，订购了两台西文莱诺排铸机、四台海得堡圆盘印刷机及全套

装订器材等，是全港最具规模的印刷训练学校。 

1954年 

香港报业公会成立，岑维休先生任首届主席。 

1955年 

印务工会以每股二元集资组织「工友生产互助会」，成立了「友利印务公司」，

起初是采取失业轮工，实行生产自救，直至1970年经组员大会决定退股给工会，成为

工会属下的生产单位。 

1956年 



学生报《青年乐园》创刊，只出版了四年便告停刊。 

岑维休先生获英女皇颁授O.B.E.勋衔。（其于1958年获港府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

士，1976年再获英女皇颁授C.B.E勋衔，1986年离世后由其子岑才生先生接任报社社

长。） 

1958年 

鸿兴印刷成为香港其中一间最先采用柯式印刷技术的彩盒印刷公司，开始发展彩

盒印制业务。 

1959年 

利丰印刷公司由杨氏家族创立。 

《 明报》于5月20日创刊，由查良镛及沈宝新合资经营。 

《 新报》于10月5日创刊，由出版商罗斌出资经营。 

万里书店成立，现为万里机构，是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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