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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民雷元年(t912)
I ～1

。、

民初沿袭清制j货币以银两(即白银、银锭)与银元

．(即大洋)为主市并行流通，锕元，+(即铜板)和制钱(即锕
小钱)为辅币毒

、

’

：+ ，．
．

是年，临时政府发行孙中山半身僦面豫的开爵纪念币

‘’(俗称小头>。四埘发行铜币，’有千文、-二十文、五十文三
种。四川省银行又发行军用银票(即钞票)，面额为一元。

据民间记载：三张钞票可换3015文(即每张换1005文)。

。 ，

民胃=年‘(191办
a

省发行四川铜币，每枚当一百爻，三西文(又称大一
’7

百，大二百)。由于铜元面额埴大，．翩钱瓷市场流通渐次减
少，

民雹三年(1914)

北洋政府发布《国币条椤!1))；一．r

12月，北洋政府发行天津造币总厂铸造的袁世凯头像银
1

，，

币，面额一元(俗称；大袁头)一。

‘、?民墨七年(1918)
+：，‘ ．

币制变更，当二百文充斥，银价日高，物价随之上涨。

l



民国十=年(1923)
'

四川官银号发行当银元。元、五角、一角钞票。但流通

较少，不久停用。
。。． ， ：爱

民国十三年(1924)

四川省主席杨森铸造银币、铜币，大肆掺杂掺假。半元

银市含银量减少，铜币由上色铜改为劣质铜，大二百一枚的

重量，也由原来七钱降为六钱¨． -

，

是年，江防军各防区相继出大价收买铜钱，改铸(小钱
—千义抵大铜元两兰千文)为当二百锕元，市面铜钱告乏，

小贸经营困难： ，

．

民国十五年(1姐6)
、4

彰

省铸四川铜币，每枚当一百文、二百文(又称小一百、

小二百)’’粗制滥造，质低塞孳氧 ；

i’ 是年，驻县江防车茬城内万寿旨铸造银币，把当二十文
铜元，铲去原面额字样，铸上五角面额字样，涂上银粉，经

处理后，7充五角银币流通市场奠

民国十六年(1927)
、

． 。 ．
：

查实灌嗅私铸劣币的生产厂有．7处，均为江防军邓国璋
部所设。

是年，由于大量劣面流入市场，一银价下跌，由八干四、
五百文，降为四千二、三百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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