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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

《关于统一关内关外币制的命令》，责成中

国人民银行限期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

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

同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政

务院的命令，对收兑东北币和内蒙古币做

出了具体规定：“因为内蒙古地域辽阔，交

通不便，内蒙古人民银行地方流通券的兑

换期限将延至7月底。人民银行为照顾内

蒙古人民，特印制了一部分有蒙古文字的

人民币在内蒙古地区流通。”1950年5月1

日，海南岛解放。7月23日，海南军政委员

会发出通告，宣布琼崖革命根据地发行的

票券停止流通，人民币的流通区域扩展到

天涯海角。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

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十七条协议”，藏

币得以继续在西藏地区流通。

1959 年，达赖集团撕毁“十七条协

议”，发动武装叛乱。平叛后，西藏实行民

主改革，藏币终于成为历史，人民币由此

跃上世界屋脊。至此，人民币在祖国内地

一统天下。 据《南京日报》

■毛泽东拒绝在货币上印自己的像，说他没这个资格，建议用列宁像；

■为第一套人民币题写“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时，庄重、虔诚的董必武特地沐浴更衣；

■邓小平拿着刚发行的人民币到小摊上吃馄饨，小贩子见了高兴地说：这个票子很值钱；

揭开人民币诞生的秘密
在人民币发行之前，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并各自发行货

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流通范围较小、种类繁多的区域性货币和

地方流通券。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

原先的割据状态被打破，各地区之间物资交流、贸易往来增多，这

就要求各解放区统一财经政策。

1947 年 3 月 15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

示，华北财经会议在河南省武安县冶陶镇召

开，中央派遣董必武前往指导会议。

董必武带着夫人和孩子从陕北一路东

行。当他们走到山西五台县东山区大槐庄

时，所带的干粮吃光了，警卫员跑到一个小

店买烧饼，但店家不收陕甘宁边币，甚至连

公家开的商店也只认晋察冀边币，最后警卫

员只能空手而归。孩子饿急了，董必武的夫

人只好用一块新布料换了两个烧饼。这件

事使董必武深切体会到货币统一的必要性。

董必武在起草《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

程》时，就将“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列为规

程的第五条。中央批准后，华北财经办事处

便开始酝酿筹建中央银行，并开始考虑新货

币的设计和印制问题。

经过一番考虑，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

“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鼎丞）、邓（子恢）

商议建立银行的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

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

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当时，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正在陕北转

战。接电后，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仔细推敲

后，回电说：“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

一点儿？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

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1947年冬天，

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一座农家小院的门前，

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

根据董必武和南汉宸的指示，晋察冀边

区财政印刷局开始设计人民币票样。大约

在1947年11月，设计出来的票样送到夹峪村

后，南汉宸立即呈报给董必武审定。

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6个

字，是董必武题写的。他知道这几个字的分

量，特地沐浴更衣，怀着无比庄重和虔诚的

心情，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6个字。

毛泽东得知票样上印有他的像后，致电

董必武，不同意钞票上印他的像。理由是，钞

票是政府发行的，他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

席，要印也要等将来他当了政府主席后再说。

这已经是毛泽东第二次拒绝在货币上

印他的像。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时，黄亚光

设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时就

准备用他的像，那时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然而，毛泽东在审

看票样时却说：“我的像不能用，我没有这个

资格。”谁有这个资格呢?当大家犯难时，毛

泽东出了个主意：可以考虑采用列宁的头

像。这就是列宁像出现在中国红色货币上

的原因。

1948年4月，中共中央会议在石家庄

召开。会上，讨论了由董必武起草的《中国

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鉴于当时西北

和山东还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与会代表认

为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时机还

不成熟，决定金融货币统一分步实行，在一

年内先实行各区货币的互相流通，再建立

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但时隔不

久，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连败北，其经济

形势更是岌岌可危。

新形势促使人民币必须提前发行。

1948 年 4 月，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

行迁入石家庄市中华北街 l1 号联合办

公。7 月 22 日，两银行合并组成华北银

行，南汉宸任总经理。9月，华北财经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人民银行券于明

年1月 1日发行。今年的3个月为准备阶

段……”

此时，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已改称

华北银行第一印刷局。根据华北银行总经

理南汉宸的指示，第一印刷局进行了生产

总动员，全厂上下迅速投入到第一套人民

币的印制工作中。

首批人民币刚刚印出，票样就立即被

送到了西柏坡，毛泽东对崭新的人民币赞

不绝口，兴奋地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

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

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

1948年 12月 1日，在石家庄中华北街

11号原华北银行旧址，举行了中国人民银

行的挂牌仪式。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

人民币的发行范围是华北、西北、华东三

区。由三区银行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银

行还是区域性银行，人民币还是区域性的

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当日即发行了

10元、20元、50元3种面值的人民币。除

晋察冀边区之外，东北是最早参与人民币

印制工作的解放区。

除1948年版的千元券之外，佳木斯厂

还印制了1949年版甲种10元券、100元券、

200 元券、500 元券和乙种 100 元券人民

币。在河北涉县悬钟村的原冀南银行印

钞厂，印制了1948年版5元券人民币，正面

图案为帆船。该厂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第

二印刷局后，印制过1949年版的20元券，

正面图案为农民打场。

山东的北海银行印钞厂，后来改称

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印刷局。在第一套人

民币中，主图案大多为工农业生产或风

景名胜，唯有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印钞

厂印制的 10 元券和 50 元券采用了人物

肖像。

中原解放区是人民币扩展的最早地

区。1949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北

海银行抽调人员组成南下支队，准备接收

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国民党金融机构。队

伍深夜沿着苏州河进入市区，当夜抵达金

门饭店，第二天就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央造

币厂和中央印制厂，第三天就开始印制人

民币。

一天，邓小平和负责接管上海财经工

作的骆耕漠乘吉普车从南京到丹阳，直至

深夜才到。邓小平和骆耕漠饿急了，到街

上找吃的。餐馆早就打烊，只看到一个馄

饨担子。吃完馄饨，骆耕漠将一张崭新的

人民币递给小贩，问：“钞票你愿意收吗?”

小贩高兴地说：“这个票子值钱，能买好多

东西，大家都愿意要。不像国民党的票

子，只能当草纸擦屁股。”邓小平听后对骆

耕漠说：“这就是人民的心声!”

两个烧饼和统一货币

新形势促使人民币提前发行

首批人民币票样获得称赞

新中国成立10年后人民币进入西藏

人民币得到群众的认同

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挂牌

石家庄市中华北街的小楼，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