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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计划管理

印制行业的计划，历来都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关联，受国家宏观计划的制

约和控制，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印钞生产都是随着部队辗转前行。1949年北京、上海相继

解放，为支援解放全中国，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送到哪里。全国解放以后，

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印制生产保证了国家财政经济需要，进行了币制改

革，并支援了解放大军南下和抗美援朝。鉴于上述原因，从解放初期，中国人民银行就

十分重视印制行业的生产和管理工作。1949年12月指示印制企业必须加强科学管理。

1951年颁发了《计划工作暂行规程(草案)》，逐步建立并加强了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

体制。

1953--1957年是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印制行业与国家同步编制了

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9年7月，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修订了印制行业的计划

统计制度。当时印制行业正面临大减产、大整编的困境，提出了“以印钞、造币、提炼主

业为主的多种经营方针”，除保证完成少量的国家货币发行需要外，向市场招揽小批少量活

源。根据客户要求，按质、按量、按期完成任务，原来一整套的规章制度，由于这些营业

活而搁置一边，计划管理基本处于半停顿状态。

1961--1965年主业逐渐恢复生产，第三套人民币也逐步试制投产。当时的计划管理主

要沿用了50年代初建的规章制度。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印制企业绝大部分规章制度均被视为管、卡、压

精神枷锁被批判、被废除。由于印制企业属银行的特殊行业，虽被废除了不少规章制度，

主业生产还是按银行货币发行需要，有计划组织生产。

1977年印制企业从政治、思想上肃清了“四人帮”流毒影响。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抓

生产、抓管理上来。当年即召开了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加强计划管理工作并修改补充条

例。

1979年以后，贯彻落实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和推行经济责任制。1987年召开计划工作

座谈会，又一次讨论修改了计划工作条例。

20世纪90年代，总公司计划管理以全局观念、应变观念、平衡观念和效益观念为指

导思想，坚持速度、比例、效益三统一的原则，坚持科学性与群众性相结合的计划方法，

强化计划的统一和综合平衡手段；完善计划管理制度，及时掌握企业综合计划执行情况，

保证了各项目标稳步实现，促进了计划编制实施的规范化运行。

统计分析主要是对总公司逐年完成生产和各项经济指标进行比较分析，为领导研究工

作、编制年度或长远计划提供决策依据。统计工作随着货币生产的发展和计划工作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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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断提高。1950年，印制管理局强调印制企业要加强与健全统计和登记(原始记录)工

作，确定工作方针。1955年还规范了企业统计年报和定期专业报表制度，不定期召开统计

会议等，统计工作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统计指标体系、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和统计分析制度。

1999年，总公司制定了《印制企业统计工作考核办法(试行)》，有效激励了统计工作

的不断完善，使统计在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领导监督、决策，指导印制生产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第一节 计 划

一、中长期计划

印制行业的中长期计划是总公司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不同时期货币发行的需要，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印制行业提出发展远景的货币生产规划。五十年间，印制行业

共制定中长期计划12个。

1952年12月，印制管理局制定“一五”计划(1953--1957年)纲要表，内容有生产

劳动、物资供应、成本财务、基本建设等部分组成。1954年2月，印制管理局第二次编制

1953--1957年计划纲要(草案)，其中五年工业总产值合计，由33 835万元改按46 190万

元编制，即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提高到1952年的210．43％。1955年3月10日，印制管

理局向国家计委上报《关于“一五”计划草案再度修改基建计划的说明》，提出恢复上海

造币厂、沈阳造币厂生产任务，委托轻工部新建造纸厂，并将成都造币厂合并给上海造币

厂、沈阳造币厂，上海营业分厂移交地方工业局管理。1955年，印制管理局根据“一五”

计划后三年新币测算情况，1955--1957年的货币发行基数、储备量、流通基数及市场流通

量均比原计划降低30％左右，后三年逐年增长量减少60％。由于发行计划变动，1955年8

月9日，印制管理局向中国人民银行请示，建议改变印制计划，并根据行业实际情况，提

出：加强质量检查与数字管理；改善企业管理和劳动条件，把部分工厂凹印班次改为二班

生产；酌情减少向苏联订纸，重新估算新建纸厂的规模；印钞厂兼营营业及银行印刷厂采

取“地方给活件则继续维持，否则全部交出”的办法处理等意见。1955年12月，国家计

委向印制管理局下达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工业总产值计划1952年为4 661．8万元；1957

年为9 810万元；1957年为1952年的210．4％。基本建设投资确定限额以上建设单位4个，

各厂五年投资情况分别为：北京印钞厂1 923．2万元、上海印钞厂862．4万元、天津制墨厂

362．5万元、沈阳人民印刷厂360．7万元。

1957年4月，印制管理局讨论提出了货币发行增长、比例、寿命等方面的有关意见，

并指出流通寿命的限定，仅根据1956年11月底的市场实际流通量，与截至同期累计销毁

之间的统计资料分析所得比例不够科学。角、元券逐年流通的增长与第三个五年计划全部

流通量的增长预计小了，提出要主动掌握货币流通中的变化规律，按计划生产及发行。16

日，印制管理局向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上报《1958年至1967年货币发行与印制任务规

划的报告》。

o；1％IL■■___



第一章计划管理

1958--1967年纸币与硬币生产总数与每年平均生产量统计表

1958--1967年生产量 1958--1967年平均年产量
品种 备注

金额 单位 金额 单位

拾元 ’6．95 O．695
1．拾元券生产未计算在内：①从金额上

伍元 65．39 13．cr78 6．5 1．3
看，库存足够lO余年用；②从生产技术

纸 贰元 52．88 26．44 5．28 2．64

上看，较复杂的机器需国外购置，纸张
壹元 27．16 27．16 2．7l 2．7l

自己能否造也很难预料；③必要时：一
伍角 2．463 4．926 O．245 0．49

是早向国外订购机器，纸张也进口；二
币 贰角 4．458 22．29 0．446 2．23

是重新设计版，用进口纸张印。2．伍元
壹角 5．802 58．02 O．58 5．80

券积极创造条件，计划1959年开始生
合计 165．103 15．761

伍分 O．667 13．34 O．0655 1．33
产。3．表内各品种10年总需量。如机械

硬 地平分，不符合实际情况，为便于有计
贰分 0．4254 21．27 O．0426 2．13

壹分 o'2175 21．75 O．0218 2．18
划组织生产和满足发行需要。印制管理

币 局将与发行局协商各年间的交叉生产品
合计 1．30919 O．1309

种和数量。
合 计 166．4129 15．8919

1961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指示，印制管理局认真研究了在新的情况下如何密切结

合市场物价对货币的影响以及印制生产质量和物资供应的可能性等重要问题。经过对

1961年7月底硬分币铸造生产的市场实际流通量、调拨量和重点库存量以及1952--1962

年的角券、圆券印制生产总量的分析，编制了印制行业七年远景规划。1961年11月6

日，印制管理局向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上报了《关于编制印铸企业1962年及七年规划

问题的报告》。该规划在劳动力和基建投资方面提出了初步意见。劳动力方面，提出印钞

厂补充230名左右生产工人，铸造厂每年补充自然减员200人左右；基本建设投资方面，

按中央批准的新设计规格印钞、铸造硬币，不足部分生产纸分币，增加轮转凹印机12台，

并更换过时老旧设备。印钞厂扩建工房约1万平方米，解决部分职工宿舍，七年内共需基

建投资1 370刀-元。

1962年3月，会计发行局、印制管理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现钞票印制上自力更

生，在生产技术上赶上国际水平的要求，研究并制定了《关于1963年至1972年货币需要

和印制生产十年规划》。该规划主要对货币生产量、流通量，劳动力需求量做出测算。生产

量依据“一五”计划期间的十年远景计划，平均每年增发8亿元；业务库增长按1958—

1961年平均每年增长9 500万元计算，1963--1972年每年增加1亿元；对市场流通币的比

例，按伍圆券、拾圆券60％，壹圆券、贰圆券33％，角券5．5％，分币1．5％计算；总库

存量按“充足而适当”的原则，调拨占流通量的55％；票券销毁和使用寿命，按原计划使

用年限，角券2—5年，壹圆券、贰圆券4年，伍圆券和拾圆券5年。对印制生产新版票券

经初步测算，1963--1972年流通和增长需要217亿元，业务库存和增长需要18．6亿元，各

种库存214亿元，lo年总金额为450亿元，折合印制数量为300亿张。为解决发行需要和

印制生产的矛盾，按年均产量45亿元30亿张测算，设备、劳动力和纸张的平衡情况是：

设备需增245甲型4台，145丁型8台，双色胶印机l台及制版压墨机等；劳动力1963年

增加272人，1964年增加398人；纸张年平均需要1号纸262吨，2号纸1 600吨，3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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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吨。

1963年4月19日，印制管理局编制完成第三及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5)。该计

划根据中央批准更换新版的方针，提出大面额钞票由国内印制，新版钞票质量超过国外代

印的圆券水平，十年内完成新版人民币300亿元，以逐步兑换和收回流通中的人民币；生

产硬币200亿枚，以收回流通中的纸分币。为完成生产任务，还编制了十年内完成3 400万

元的基建投资计划，并提出建成中国独立的完整的印钞、造币、造纸、油墨等专业企业。

扩建或改建两个印钞厂和两个造币厂，在后方新建一个印钞厂和一个钞纸厂的目标(参见

第一篇“基本建设”)。

1970年7月2日，按照全国计划会议平战结合，以战为主，确保钞票供应的精神，印

制管理局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了《关于1970年至1975年印钞规划的报告》。提出1970一

1975年计划投放30亿元，共印制277亿元(1975年底流通量达到167亿元，库存量133

亿元，战备库存170亿元，6年共销毁107亿元，共需票券577亿元，减去1969年底300

亿元)；战备库存，1969年底实有战备票53亿元，1970年底91亿元，1971年底有158亿

元，基本完成战备票的储备任务；钞纸供应1975年底达到库存6 000吨左右(1969年底有

库存3 350吨，1970--1975年计划生产13 600吨，耗用10 950吨)。新、老印钞厂全部设计

能力为双凹品24亿张(东河印制公司在1970年全面建成投产)，1971年计划安排16亿张

(占设计能力70％)，1972--1975年年均计划安排12亿张(占设计能力50％)，东河印制

公司五。二厂1971—1975年年均计划1 000吨(设计能力年产钞纸2 000吨，占设计能力

的50％)。上海造币厂和沈阳造币厂由于印钞任务减少(减少原因是：1971年底基本上完

成了战备票的生产任务、1972--1975年的生产任务，主要是解决当年增加投放和销毁残破

票的正常需要；市场流通中拾圆券的比例猛增，过去拾圆券的最高流通量为17亿元，1969

年猛增至47亿元。大面额券的比例增加，小面额券，特别是壹圆券的比例就相对下降，因

而印制钞票的张数就相应减少；角券改为胶印，凹印钞票的印制任务减少20％～25％)，

从1971年开始，每年计划安排4亿枚(最高的1963年产量为14亿枚)。老厂挖掘人员潜

力，组织去内地搞三线建设。

1974年12月19日，货币发行局、印制管理局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关于1976年至

1985年货币发行与印制生产十年规划的报告》。提出“五五”、“六五”计划期间，共需票

券377．4亿张至481亿张，平均每年37．74亿张至48．1亿张。硬分币共需145．2亿枚，年

均生产14．52亿枚。印制生产能力规划分两步实现：第一步，按国务院批准的生产能力，

将大、小三线和沿海厂的生产设备能力配齐，实现年产24亿张双凹品的任务，即东河印制

公司年产6亿张，山西一四五厂、江西七一二厂各年产3亿张，北京印钞厂、上海印钞厂

各年产6亿张，1980年前完成。第二步，在1985年前实现年产34亿张的生产能力，即在

24亿张的基础上，东河印制公司再增4亿张，一四五厂、七一二厂各再增3亿张。硬币生

产计划1980年前年产15亿枚计算，1988年前年产20亿枚。

1975年9月，印制管理局结合货币发行和印制生产的实际，编制“五五”规划。

“五五”计划期间，计划印制货币247．1亿元(其中投放75亿元，销毁90亿元，增业务

库存7．5亿元，增加库存74．6亿元)，到1980年预计流通266．6亿元(1974年实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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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亿元)，战备库存170亿元，正常库存150亿元。计划造纸量16 500吨，从1976

年造纸2 400吨发展到1980年3 800吨，东河印制公司五。二厂造纸规模2 000吨，在

1980年前发展到2 500～3 000吨。印制机械制造，1977年底前完成72型机4台，

1978w1980年再完成2台至6台，74型机1975年完成1台后，1977年底再完成6～7

台；香港机在1977年底前改造完成3—5台；裁切机完成10台至20台；245甲型机制造

2台，并进一步研究甲型机的改造问题。金银提炼，“五五”前两年是黄金10—15吨、

白银120～150吨。职工人数，1975年末8 982人，1976年计划增加850人，1977年计

划增加570人，1977年末为9 832人，在人员上具备达到印钞双凹品24亿张的生产条

件，1980年再增加350人。“五五”期间计划共增加职工l 770人，到1980年末达到

10 752人(不包括两造币厂的2 000人)。

1978年，印制管理局制定1978--1985年印制生产“五五”后三年及“六五”发展

规划。提出1979年印制企业要全部建成大庆式企业，并向更高目标前进。“五五”后三

年和“六五”期间最重要的任务是精心组织、设计、印制97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使97品在设计、雕刻、制版、浮雕、水印的制作水平和钞纸、合金、油墨以及

印刷、压印的精细程度等外观质量上有崭新的变化，在防伪技术、钞纸、油墨的物化性

能，合金质量和印刷、压印等内在质量上有新的提高和突破，使新产品具有20世纪80

年代的国内先进技术水平，有的项目接近和达到国际水平，并具有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

巩固加强大小三线印制企业建设，加强战备物质的储备，按年产34亿张规模的设备配

套。两个小三线厂1978年内实现全面配套，正常生产，从根本上改变造币企业的产品和

生产技术面貌。硬分币在铝合金的基础上改进材质。钞纸生产在原设计生产能力的基础

上，再生产500吨至800吨证券、凭证、社会用纸多种经营纸张，为印钞企业开展多种

经营创造条件。

1986年10月29日，印制总公司召开第九次印制会议，讨论制定1986--1990年“七

五”印制行业发展规划，主要包括生产、科技、基本建设等方面内容。在生产方面，由于

“六五”期间，市场货币流通量由346亿元增到937亿元，增长近两倍，为此，提出“七

五”期间，市场货币流通量增至2 000亿元左右，印制任务2 328亿元，其中1990年生产

650亿元。“七五”期间的奋斗目标是：奋战五年，改变面貌，建成技术管理先进、安全、

优质、保密，环境文明、优美，专业布局合理，实现年产650亿元，奠定1 000亿规模的现

代化印制工业体系。“七五”期间要完成人民币的更新换代工作，83品纸币要在1986—

1988年逐个上马，完成国家提出的一次公布陆续出台，混合流通，逐步更新的任务。新版

硬币要在1987年完成设计、定稿。1988--1989年投入生产，流通市场；完成现行人民币更

新换代工作，彻底结束人民币二十几年一贯制的局面。在科技方面提出从五个方面着手，

抓好科技进步(参见第四篇)。在基本建设方面，提出建成现代化印钞造币企业，基本形

成遍布全国六大中心经济区，由13个厂、4个中心、1个研究所组成的专业化、现代化的

国家印制体系(参见第一篇)。

1991年4月，总公司编制了印钞、造币“八五”计划，提出生产、科技、基本建设等

方面的奋斗目标。在生产方面，“八五”期间由于人民币计划销毁量为1 750亿元，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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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毁350亿元。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陆续发行新版853品、852品、851品、8391品、

8310品，每年还将发行2套至3套流通性纪念币、面额较大的纪念票以及承接印制外国货

币、证券等，货币需要量约5 415亿元，计划年平均货币生产量达到1 000多亿元。双凹生

产能力1991--1995年由年产80亿张逐步上升到100亿张。造纸能力达到年产1．4万吨至

2．2万吨(参见第四篇、第一篇)。

1995年1月，总公司在第18次印制工作会议上提出1996--2000年印钞、造币“九五”

规划。提出“九五”末人民币印制能力提高到300亿张凹印票，钞票纸生产能力达到

35 000～40 000吨，硬币生产能力达到100亿枚。增值税发票、有价证券、信用卡等生产

能力达到一定规模。通过技术改造，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包括胶印机、凹印机、

在线检查装置、检封联动线、钞票分拣机等更新旧设备。同时通过填平补齐、改善劳动组

织、提高产品质量、进行检封工艺改革等手段，使6个印钞厂再增加100亿张以上凹印票

的生产能力。从生产布局出发，增加协作厂，使凹印品产量增加50亿张。严格按照基本建

设程序和既定的建设目标加速昆山造纸厂的建设，引进生产线在1997年底建成、试生产并

进行项目验收，1998年全面投产。进行保定老纸机改造，增加钞票纸生产能力，1997年底

完成老纸机改造，四条新线建成投产，使满版水印纸生产能力达到20 000吨。扩建改造成

都印钞公司二分厂，增加一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引进纸机没备和工艺，提高水印纸的生产

能力。硬币方面，建立3个造币材料基地，提高印花能力，改革包装工艺。改造上海造币

厂镍包钢坯饼生产线，实现年产20亿枚以上镍包钢坯饼生产能力；南京造币厂建立年产20

亿枚以上铜包钢硬币坯饼生产线；沈阳造币厂建成年产20亿枚铜合金硬币生产线。重视增

值税发票的生产，发挥行业优势，积极开拓国内证券印刷市场。加速北京信用卡厂建设，

与日本合资在深圳建磁条卡厂，与法国合资建Ic卡厂，到2000年形成2 000万张信用卡的

生产能力，其中Ic卡200万张。

二、年度计划

年度计划是以确保国家货币发行需要为目的。1950年是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年代，

印制工作方针与计划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持解放全国的胜利，并努力由财经困难时期

转向经济建设时期。货币生产与发行主要是服从于财经发展的需要；提高产品质量，提高

人民币威信；实行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有计划、有组织地管理工厂；依据需要确定生产

能力，整顿编制，有计划运用资金，保证材料供应，发挥职工劳动效能，保证工厂安全。

为贯彻工厂方针，印制管理局要求各企业认清形势，熟悉政策，克服盲目性，不可大量印

制发行货币，并巩固整顿工厂。

1955年年度计划在确定产品品种、产量的基础上，由于品种数量变化，工业总产值预

计完成1954年的79．66％。此计划编报范围由1954年的10个企业减少为8个企业(上海

人民印刷厂营业分厂等移交地方或合并)。

根据中央提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总方针，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和印制工作进

行了全面研究，认为突出存在的问题是辅币破损(分币尤甚)。中国人民银行采取“提前发

行硬辅币代替纸辅币”的措施，在印制工作上扩充造币生产力，相应地紧缩胶版印钞生产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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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印制管理局修订了1956年年度工业生产计划。1956年1月18日，印制管理局向国务

院五办上报《关于1956年度修正的工业生产计划草案》。由于印钞造币品种变换、数量增减

以及不变价格的差异，1956年工业生产计划草案中工业总产值较1955年降低5．51％。

1958年2月26日，印制管理局向国家经委上报了《关于1958年年度工业生产、劳动

计划》。此计划按照中央对工业企业“多快好省”、“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并结合国家对

印钞、铸币等产品的需要，调增了产值，紧缩了企业职工人数。基本建设投资，在经委批

准数中控制，不再多增自筹资金投资额。

1959年工业生产计划其总产值(所属四个厂)比1958年增长3．26％。在生产的具体品

种上，印钞、造币减少，金银提炼增加。由于铝锭和各种原材料来源不很可靠，没有编入计

划。[按照印制工厂的实际生产条件(主要设备方面)，如果不受材料的限制，还可以使总产

值翻一番。如两个造币厂可以生产铝板、铝带、铝母线8 000—10 000吨，产值4 600万一

5 300万元，两个印钞厂可以生产无线电零件与炼钢用降温机13 000台约1 400万元产值]。

1960年2月，印制管理局编制完成生产、基建、财务计划。此计划规定，利润总额为

2 134万元，比原建议数超23．42％；比1959年超额17．32％，达到了印制管理局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最高水平；流动资金周转率计划36．18天，比1959年加速4．82天。基本折旧基

金计划提取172万元，比1959年增长6．83％。基建投资总额为422．6万元，其中国家预算

拨款338万元，占80％；自筹84．6万元(企业内自筹44．9万元)占20％。1960年投资较

1959年实际增长270．51％。这是主业上马设备技术更新的标志和反映副业的高精尖方向发

展设备上给予必要的补充。在总投资中主业占70．30％，副业占9．4％，机修占7．62％，职

工福利占9．95％，其他占2．73％；流动资金计划定额比1959年计划增加21．08％(其原因

除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需相应增长外，更主要是主业上马)。

1963年8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批准的印制十年规划和1964年各厂的实际情况，

印制管理局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了《关于1964年计划的初步安排意见》。在生产任务方面，

印钞厂除完成阿尔巴尼亚委托代印钞票任务外，计划生产新版贰圆券5．3亿一5．5亿张，

新版壹圆券3．6亿～4．3亿张，壹角券6亿张，贰角券5．6亿张，总共16亿～17亿元，同

时试制新版伍圆券、拾圆券的纸张、油墨和机器设备。铸造厂全部生产1分硬币14亿枚和

提炼黄金38万两，白银集中力量处理过去积存的全部银渣。在机械制造方面，计划完成印

钞凹印接线机2～4台，压平机8台等；劳动人员方面，为适应扩建后印钞任务增长的需要

和培养后继技术力量，1964。年劳动人员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报计划增加600人，其中大

专毕业生80人(但计委要求核减)，印制局研究后1964年最少得增加500人，主要是培训

各机器生产部门的技术后备力量，为以后十年生产新版人民币任务增加以及每年征兵和老

弱退休等变动因素作必要补充；基建投资，大修理和四项费用，按党组指示1964年计划新

增投资720万元，主要用于印钞厂扩建工程677万元，占1964年总投资94％。铸造厂安排

37万元，用于少数设备的填补投资；国外订货，主要是印钞技术进口，包括多色接线印钞

机1台和雕刻设备的补充等，需50万美元。

1964年7月9日，印制管理局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关于1965年人民币印制、铸造以

及金银提炼生产问题的报告》，在人民币印制方面，提出积极印制新版拾圆券，达到市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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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齐全、不增加混合流通的品种且能调整大票比例要求的目的，同时逐步实现市场票版单

一化，解决新旧版混合流通的问题。硬币铸造1965年按现有生产力减产一半，造币厂减产

后，劳动力进行内部调剂，积极开展营业活源，自然减员不予补充。金银提炼生产方面，

由于白银库存总数不多，集中一个厂生产；黄金生产规模年产25万一30万两，集中由沈

阳造币厂提炼为标准锭。

1980年是三年调整的关键性一年，印制生产任务是根据市场货币量增长的需要，在主

业为主、多种经营方针指引下，为确保主业产品的增产，进一步发展创汇产品和其他多种

经营产品的生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节减费用，增加盈利，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

年度增产节约的目标是：印制管理局产值全年为16 405万元，比1979年增长1．43％，是

新中国成立30年来最高水平；产量全年印钞(折双凹)为27．365亿小张，比1979年增长

8．08％；造币全年15亿枚，比1979年增长49．96％；造纸全年2 350吨，比1979年增长

5．67％；其他产品均按协议和合同要求确保完成。在质量和消耗方面，1980年工作重点是

提高产品质量，各项指标赶超历史和本行业先进水平，降低生产中的高消耗，完成节油

10％，节煤5％，节电3％，木材利用率达到70％以上。

1980年6月28日，总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关于1981年货币生产计划的请示》。

1981年货币生产的安排，经同会计发行局研究，计划生产纸币80亿～85．5亿元，比1980

年预计完成增加14．28％一18．75％，硬分币计划生产0．23亿元，比1980年预计增加18％，

1角、2角、5角和1元硬币计划生产1 000万一1 500万枚；黄金提炼lO吨，白银提炼60

吨。各类纸张生产，鉴于新版人民币业经中央批准，在新老产品更替情况下，对老产品用

纸实行按需生产原则，以防积压资金，新版人民币抓好各项工艺技术准备。专业设备的生

产，72型机完成6台，1981年完成第三批2台，最后2台投入制造。基建投资和技术引进

等计划，另行报批。

1981年8月，经印制管理局、会计发行局商定并上报中国人民银行同意，确定的1982

年印制计划是：总金额为元、角票141．2亿元，分币8 100万元，合计142亿元。但由于印

钞厂在厂房、设备、人员配备等方面能力不足，1981年11月，总公司向会计发行局提出

调整1982年印制计划。

1982年7月27日，总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关于1983年货币生产计划的请

示》，提出1983年货币生产计划，根据市场货币流通预测，需要175亿元。由于印制企

业连年挖潜超产，扩建工作又刚刚起步，钞纸生产困难很多，货币生产处于超载饱和状

态，经与会计发行局协商，1983年生产计划为155．2亿元，比1982年计划的142．7亿元

多产12．5亿元，增长8．26％。黄金提炼10吨，白银电解因上海造币厂拆除生产厂房，

未安排。通过以上安排，票券比例趋向合理，纸分币转向协作厂，腾出印钞能力，增加

角票生产，缓和市场角票紧缺局面，同时纸分币、硬分币总金额满足了发行需要。但实

现以上计划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由于钞纸生产能力严重不足，需采取利用保定钞票纸

厂、济南造纸厂长网机的过渡措施；又由于圆网机能力缺口过大，伍角券由满版水印改

为无水印纸。二是协作厂的生产技术管理问题，1983年保定钞票纸厂、济南造纸厂生产

的钞纸占总需量的81％；外协代印纸分币占年产总量的82．65％，沈阳三二一厂协作制

盛疆涠姻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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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硬分币6亿枚，这些协作厂的质量、数字管理以及原材料供应问题，需要加强管理，

定期检查，及时采取措施。 ·

此外，根据财政部安排，1983年、1984年将继续生产和发行国库券，预计年产5亿

张，拟予安排。

1983年印制生产计划是根据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批准的年产货币总额，并在企业计

划草案的基础上编制的。具体计划指标是：工业总产值年计划27 532万元，比1982年增长

10．69％。印钞：元券(双凹)计划37．14亿张，比1982年增长5．99％；角券(全胶)计

划42．1亿张，比1982年增长74％；纸分币计划72亿张，比1982年减少23．75％。1983

年、1984两年国库券、两年援外品的印制任务均列入了计划。造币：三种硬分币年计划37

亿枚，比1982年增长32．9％；四种硬元、角币共400万枚。纪念金银币(章)共19．25万

枚，硬币册5万本，计划创汇300万美元。造纸：计划生产0号纸1 700吨、1号纸2 300

吨、3号纸3 500吨、证券纸4 000吨，共计11 500吨。机械、贵金属、电力等生产也做了

安排。1983年生产计划继续贯彻了主业为主、多种经营方针，主业产品核定计划为163亿

元，超过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党组确定的155亿元的总金额。分品种产量也满足了发行司不

同券别的年度需要。在确保主业产品的同时，适当安排了多种经营产品的生产。

1983年8月10日，总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关于1984年货币生产计划的请示》。

根据“六五”货币发行计划，按印制企业实有生产能力并充分挖潜后，1984年货币生产计

划为187亿元，争取193亿元，比1983年预计116亿元增加16％一20％，满足了货币发行

司预计1984年投放80亿元、销毁80亿元、周转库存增加30亿元共计190亿元的需要。具

体品种安排情况是：角票和硬分币由于引进10台四色胶印机和借用外协能力，产量基本满

足了“六五”货币发行的要求。壹圆券、贰圆券分别安排15亿元和11．4亿元，均满足货

币发行需要。伍圆券、拾圆券共安排155亿元，比1983年预计125．5亿元增加23．5％。钞

纸需8 200吨，虽比1983年用纸1万吨减少1 800吨，但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即减少分券

纸3 200吨，增加元、角券纸1 400吨(元券纸尚有300吨缺口，有待东河纸厂挖潜)。硬元

角币350万套，金额630万元，略高于1983年水平。此外，1984年还安排黄金提炼10吨、

国库券4 124亿张、金银纪念币等生产任务。

1984年3月，总公司在第五次印制工作会议上布置了1984年的新任务，提出1984年

是总公司贯彻“乘十二大东风，奋战三年，改变面貌”的第二年，也是关键性的一年，为

此，1984年的方针是：突破一个中心(以改革精神提高企业素质)、把握两个重点(一是

力争生产有新的增长和速度，效益大于速度；二是加快技术改造，技术进步的步伐)、搞好

三个结合(一是搞好一个中心和两个重点的结合；二是全面工作和重点工作的结合；三是

搞好总公司和企业的结合)。为使生产有新的增长和速度，效益大于速度，主要是力争实现

225亿元新的大幅度增长。在印钞方面，凹印元票力争4l亿一43亿张，比1983年递增

9．5％～14．8％；胶印角票66亿张，比1983年增长53％；硬分币56亿枚，比1983年增长

20％。全局货币印制总金额达到195亿元，力争超200亿大关，比1983年增长15．2％～

18．3％。造币方面，充分发挥引进印花机的作用，做好熔化、压延的平衡工作，加强设备

维修，‘改革检查工艺，增产挖潜平衡生产。多种经营方面，发挥各自优势，调整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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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应变能力。造纸方面，为扭转边抄纸、边运输、边印刷的状况，组织三条线生产，发

挥引进光电切纸机的作用，向着年产4 000吨的目标努力。同时加快新版83品的设计、制

版、印刷进度，力争壹圆券、拾圆券投产试印。

1985年货币计划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对货币印制工作的两项重要决策(即新版人

民币明年一定要印；立即设计新版人民币大面额钞票备案，待批准后投产)和1985年货币

需要计划安排的。1984年8月18日，总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了《关于1985年货币印

制计划的请示》。1985年货币需要计划为：货币发行司提出的计划为220亿元，特区货币

小组提出特区币计划为9．-6亿元，两项合计为230亿元，比1984年预计完成205亿元增加

12．2％，比中国人民银行党组要求225亿元多5亿元。工业总产值计划达4．64亿元，比

1984年预计增长10．5％。

1984年12月，根据货币发行司要求，总公司调整了1985年人民币生产计划，并于18

日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了《关于1985年人民币印制计划的报告》。经过综合平衡，在现有

厂房、设备条件下，1985年印制生产可达到320亿元，力争340亿元(此目标虽未达到货

币发行司要求，确已尽了最大可能)。为确保总金额增加上去，并兼顾品种需要，5个印钞

厂中，4个厂需要转换品种，各厂确保总数290亿元，力争320亿元(总公司对中国人民

银行以320亿元作为计划，把各厂力争超产因素都算进去了)。另外，北京、上海两厂完成

5个品种的特区币，上海厂增印1985年和1986年国库券以及外交、公安两部的护照和通行

证等。同时，由于钞纸供应紧张，决定改造保定纸厂长网机，以保证元券钞纸。

1985年3月16日，总公司印发了《关于1985年生产工作安排的补充意见》，提出

“奋战牛年，以改革、整党为动力，‘保350’、‘奔500’，同舟共济开创新局面”的工作方

针和印制全行业的战斗口号。“保350”是在1984年达到217亿元金额的基础上再增加133

亿元。印制能力在1984年双凹票48亿张的基础上增加到52亿张，增长8．3％。硬币生产

在完成硬分币同时，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增产元、角币上来，总产量比1984年增加几倍。钞

票纸计划比1984年实际增长40％。总公司还明确：“保350”和“奔500”的关系，就是

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千方百计“保350”，为“奔500”创造物质基础。

1985年8月，印制管理局、货币发行局联合上报《关于1986年货币印制计划(草

案)》，提出货币印制任务共计700亿元，其中大面额票360亿元，拾圆券以下的340亿元。

由于落实过程中遇到困难，原定大面额票360亿元难以完成。1986年2月6日，总公司向

中国人民银行上报了《关于1986年货币印制计划的报告》，决定在确保1986年货币发行需

要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可能，重新制订新版大面额票的生产计划。具体安排是：1986年印

制10元以下的小票，按原计划340亿元不变；反复试印50元、100元两种新版大面额票，

以提高产品质量。

1986年3月，总公司根据国家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控制和改善货币投放的精神

和中国人民银行指示，对该年度工作做出部署。提出“全力突破薄弱环节，把印制生产纳

入优质、低耗、安全、保发行的生产轨道”的奋斗目标。主要的生产任务是：确保现行人

民币340亿元，力争多超；加强新版人民币试印，力争尽早投产；增加金币出口量，力争

15万盎司；水印钞票纸8 000吨；提炼任务确保完成；水、电、汽确保供应。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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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力争比1985年有所增长。

1986年7月9日，总公司、货币发行司联合向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童赠银签报《关于

1987年人民币印制计划的报告》，提出同意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关于“保证壹圆券需要，库

存不要过大，使印制公司腾出精力搞技术改造”的意见，适当削减拾圆券、伍圆券的产量，

增加壹圆券和贰圆券的产量，壹圆券、贰圆券调整为28亿元；适当减少硬5分币，增加硬

1分币产量，硬分币产量调为1．45亿元；拾圆券以下新、旧版产量调整为288．45亿元，连

同大面额券260亿元，共安排生产548．45亿元。以上安排是在准备发行新版人民币，并混

合流通的前提下提出的。

1987年5月，货币发行司提出1988年人民币需要量为602亿元，折合双凹品90亿张，

角券32亿张，纸分币56亿张，硬分币96亿枚。经测算和局务会研究，又于lo月7日至

13日召开了印制计划会议，经过全面综合平衡，并按最大可能编制重新编制了1988年印

制生产计划。10月19日，总公司向邱晴副行长上报了《关于1988年人民币印制及金银生

产计划的报告》，提出总任务为59亿张，硬分币100亿枚，流通纪念币0．5亿枚。

198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召集印制总公司、货币发行司，确定1989年货币印

制基数为800亿元，目标为1 000亿元，其中两种大票不超过650亿元。总公司研究后，决

定落实到厂分两步走。第一步于1988年10月、11月与各企业签订经济承包协议，第二步

将结合超产办法．，召开印制厂长会议要求各厂确保1 000亿元的奋斗目标。11月19日，总～

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了《关于1989年货币印制计划的请示报告》，提出1989年奋斗目

标是：(1)印制生产计划总金额为870亿元，其中主币58亿张，合859亿元，角辅币35

亿张，合8亿元；纸分币60亿张，1亿元；铝分币52亿枚，1．49亿元；新中国成立40周

年和亚运会纪念币各2 000万枚，1元币(镍包钢)1亿枚，角币拟确定后做必要调整。

(2)印制生产力争计划总金额为1 002亿元，其中主币68亿张，比计划增加10亿张，印

制各企业努力满足发行需要，其中大面额券占685亿元，比计划超过3．5亿元。

1989年7月29日，总公司、货币发行司联合向中国人民银行签报《关于1990年货币

印制计划的报告》，提出根据发行司货币需要计划，结合印制生产能力，经双方协商，初步

确定1990年货币印制计划是：(1)货币印制量为950亿元(不包括元、角硬币)；角券产

量计划为30亿张，比1989年降低23．08％，比承包产量减少了6亿张；分券产量由1989

年计划56亿张减为45亿张，降低19．64％；铝分币产量由48．5亿枚减为45亿枚；元、角

硬币1990年下半年投产，1角铝币20亿枚、5角铜币2亿枚、1元镍包钢5亿枚。(2)由

于铝料涨价，铝分币成本上升幅度较大，1分币成本超过面值，停产，2分币生产成本接近

面值，发行成本也超过面值。但由于几个造币厂无其他生产任务，继续安排30亿枚的生产

任务，待铝角币批准投产后，转产角币。

1991年2月，新版硬币经国务院批准生产，之后又分别于8月2日和9月18日通过技

术鉴定，确定能正式投产。经印制总公司和货币发行司研究，为保证1992年正式发行前的

需要，对1991年该产品生产做出安排。10月17日，总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关于新

版硬币1991年生产计划的报告》，提出壹角硬币计划生产5亿枚，合0．5亿元；伍角硬币1

亿枚，合0．5亿元；壹元硬币1亿枚，合1亿元。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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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总公司根据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关于编制两年滚动计划》的通知精神，按

货币发行司提出的1992年、1993年货币发行需要量计划的要求，结合印制企业的实际情

况，拟定了1992年、1993年的印制生产计划。11月12日，总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了

《关于1992年、1993年印制计划的请示》，提出1992年计划印制总金额为1 135．62亿元，

其中主币1 122亿元，辅币13．52亿元，流通纪念币0．1、亿元；双凹品计划生产81亿张①，

比1991年各厂承包计划增长4．1％，全胶品角券计划生产63亿张②，比1991年各厂承包计

划增加21．2％，纸币券计划生产17亿张，硬分币生产9亿枚，均与1991年持平。新版硬

元、角币计划生产22亿枚，宋庆龄纪念币生产0．1亿枚。

1992年，总公司提出增产设想及1993年的框架计划。其中，1992年增产设想是在该

年度印制计划的基础上完成总金额1 146．62亿元，即双凹品实物产量力争完成83亿张，比

1992年计划提高2．5％；1993年框架计划是根据货币发行司提供的金额数，结合印制企业

实际生产能力和“八五”计划方案而编制。

1992年，根据货币发行司的货币需要计划结合印制能力，总公司确定了1993年货币印

制计划和1994年生产框架计划。9月15日，总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报《关于1993年印制

计划和1994年生产框架计划的报告》，提出1993年计划印制货币总金额1 458．1亿元，比

1992年计划生产数1 274亿元增长14．45％。各币种实物量计划，由于产品结构调整，双凹品

计划生产80亿张。东河印制公司减产3．5亿张双凹品(1993年搬迁成都)j石家庄印钞厂、

南昌印钞厂在1991年达到设计能力的情况下略有增产。角券计划接54亿张组织生产，比

1992年生产计划减少15．63％。壹分券计划生产20亿张，比1992年增长17．65％。硬币生产

计划34．7亿枚，比1992年的31．212亿枚增长11．18％，除硬伍分币比1992年减少44．44％

外，其余新版硬币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流通性纪念币仍按2 000万枚安排生产计划。

1994年货币生产框架计划总金额1 497．9亿元，其中双凹品拟生产88亿张，比1993

年增长10％。由于货币印制能力与发行需要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双凹品上(1988年印制企业

生产57．05亿张双凹品，1992年计划生产数83．8亿张，较1988年实际产量增长46．89％，

而1992年发行需要计划则为166亿张，生产与需要相差近1倍)，“八五”、“九五”时期

主要加快印制企业“八五”基建、技改步伐，解决印制生产能力不足问题。

1993年1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传达了中央领导、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

1993年必须生产2 500亿元人民币，保证货币发行的指令。1月4日，总公司上报中国人民

银行《关于保证生产2 500亿元，适应国家货币发行的紧急报告》，全面落产2 500亿元生

产任务，即根据发行需要，调整生产计划，在保证双凹品不减少的情况下组织生产。在

1992年各企业加班加点超负荷运转共生产人民币双凹品82亿张、1 301亿元的基础上，

①印制企业经“六五”、“七五”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后，生产能力在原有基础上有很大提高，现在双凹品设计能力达到

了78亿张，1991年为满足货币发行需要，经全体职工的努力，通过加班加点，压缩没备维修时间，设备超负荷运转，开展双增双

节“质量、品种、效益年”和加强现场管理活动，预计可完成双凹品8l亿张。在1992年、1993年成都和西安建设项目尚不能形

成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印制数量不会有很大增长，只能在1991年实际完成数量的基础上安排计划，因此，1992年印制计划中的双

凹品，只能按8l亿张安排。

②为了增产双凹品，纸角券印制数量不宜过大，经与各厂协商只能安排4l亿张，列入印制计划的63亿张中，另请协作厂生

产22亿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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