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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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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江安县支公司

地址。江安镇环城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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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贝币及历代金属铸币选印

图1．中国最早的货币～贝(约公元前

】6～11世纪)

、辫
。

图2．齐国的齐六字刀币(约公元

前7～6世纪)

图3．秦国安阳方足布币(公元前

257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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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金属铸币选印

国
图1．东周环钱(公元前367年) 图2．楚国“郢爰”是最早固定

形式的金币

图5．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益州刺史

赵钦占据成都，改元太平，铸太平百钱。

o @
图3．西汉吕后的八铢半两钱

(公元前1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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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汉武帝时的赤仄五铢钱

(公元前115年)



我国历代金属铸币选印：开元通宝及制钱

唐高祖为整顿币制，于武德四年废五铢，改铸“开元通宝”，不

再以重量为名称，钱文由篆书改为隶书为主，这是我国方孔钱铸造史

上的一重大发展。

@@
图1．开元通宝、唐高祖武德 图2．乾元重宝、唐肃宗乾元二年

四年(公元621年)铸 (公元759年)铸

明清两代按本朝定制官铸之铜币称“制钱”。自顺治而至宣统，

历经十代皇帝铸有十种年号制钱。

@@④
康熙通宝、

清圣祖康熙元年

(1662年)铸

乾隆通宝、

清高宗乾隆冗年

(1736年)铸

宣统通宝、

清末帝宣统元年

(1909年)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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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金属铸币选印；铜元

清代末年，方孔铜钱难以维持，代之一种形态新颖的园形无孔铜

币，于公元：1900年在广东用机制开铸。直到公元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
．

‘

法币政策自舔*锕元在各地区广为流通。

图1．光绪三十一年，天津银钱总广改称户部造币总厂，开铸“大

清铜币”。中有湘字，系湖南省仿铸。

◇@
图2．四川省铸汉字十八圈铜币

五十文反而(公元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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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四川省铸川版铜币贰百文

正面(公元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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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幽历代金属铸币选印：银两

白银用于货币很早。银两属称量货币，宋称银锭，元代复于银锭

之外总称元宝，形状变为马蹄形，明清两代未改，民国时期，元宝也

有铸造和流通。

图I．古代银锭

图2．银锭足银拾两

圈3．民国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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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金属铸币选印：银元

银元质量形式划一，使用较之银两方便。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

颁布币制则例，规定银元为本位制。辛亥革命后， 民国三年(公元

1914年)公布《新国币条例》仍以元为单位。银元种类繁多，各地区

广为流通，直至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按一定比价收兑银元，银铸币

方停止流通。

图

造，该

刳3．袁世凯像银币(公元

1914年)

光绪二十

是中国最

图4．孙『p山像银币(公元

1929年)

@．戮◇◆一◇



我国历代纸币选印

中国也是世界上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之 。早在西汉时期，汉武

帝就发行过皮币，虽然皮币限于诸侯朝觐时使用，发行数量不多，但

它已经具有纸币性质。在公元949年以后(即北宋时期)， 在四川，

由于钱币制度系采用的铁钱，它既笨重，又不便携带，为了适应日趋发

达的商业和商品交换对货币的需要，于是在民间自发的出现了一种用

纸制的“交子”。最初的“交子”只能兑换，不能流通。到了北宋真

宗(赵恒)“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由成都十六家

富商联合出资36万缗，设立“交子铺”，主持发行纸币一“交子”，

它既可随时兑现，又可远近流通。最后由政府接办“交子”发行事

宜，正式发行“官交子”。到了北宋徽宗(赵佶)崇宁、大观年间实

行了一次币制改革，把“交子”改为“钱引”，以后在此基础上发行

了“会子”。“会子”是有固定票面额，而且不兑现，但可以代替金

属货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这就是完全的纸币。

本部份包括；部份历代货币、民国时期的货币。最后一张系新疆

省银行1949年5月10日发行的60亿元大钞。

1、北宋交子或钱引(钞版的拓本)

2、南宋会子，绍兴30年(公元1160年)开始发行。



金人交钞宝券

元、明宝钞

1，中统元宝交钞五百，是元朝最主要的一种纸币(发行亍=1260
年)。

2、大明通行宝钞壹贯(壹贯等于铜钱壹千文或白银一两， 四贯

台黄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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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二五年v

●、金人交钞拾赏ft拓崔v贞陆三年

j|三二年v

0、兴定宝泉贰贯，元光元年^公元



法币～一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币政改革，规定中、中、交、农四

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下图为旧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部份)

2．86×49mm

3．一角券

1．一分券(1939年)

2．五分券(1939年)

3．一角券

4．一元券(】936年)

5．五百元券(1942年)

6．五『_下元券(19 47年)

7．～万元券(】947年)

资料来源：《中国历代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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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金一1942年4月，以关金一元折合法币20元的比价， 与法币并

行流通

3．154×63ram

(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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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5×74ram

(1948年)

资料来源

5．150×64mm

(1948年>

《中国历代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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