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8月7日 星期日 编辑 周玉冰 组版 胡燕舞 校对 刘洁 15看历史KAN LI SHI

第一套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

银行成立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共 12 种面额 62

种版别，其中还有大额面值的 5000 元券 5 种、

10000元券4种、50000元券2种。

第二套人民币 1955 年 3 月 1 日开始发行，

同时收回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和第一

套人民币折合比率为1：10000。2007年4月1日，

各种面额的都停止了流通。

第三套人民币 于1962年4月20日发行，共

有 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7种面额、

13种版别。2000年7月1日起停止流通。

第四套人民币 1987年4月27日，发行第四

套人民币。共有 1 角、2 角、5 角、1 元、2 元、5 元、

10元、50元、100元9种面额。

第五套人民币 1999年10月1日发行，共有

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等面额，其中1

角、5角为硬币，1元有纸币、硬币2种。

链接 人民币的发行

第一套百元面额人民币

经历了20余载计划经济的中国，在20世纪

80年代开始了摧枯拉朽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国

政府为了探索自身金融改革之路，决定另辟新

路，建立一家与传统银行不同的新型银行，以此

来打破专业银行在体制和业务上的僵化和垄

断。历史再一次选择了交通银行。

1986年7月24日，国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交通银

行，总行设在上海。经过8个多月的筹备，1987年4

月1日，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这是我国第一家

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银行，它冲破“计划”框框，跨

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以其股份制的体制，提供

独树一帜的“金融百货公司”式的多种金融产品。

2004 年 6 月，在我国金融改革深化的过程

中，交通银行完成了财务重组，成功引进了汇丰

银行、社保基金、中央汇金公司等境内外战略投

资者，并着力推进体制机制的良性转变。2005年

6月23日，交通银行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首家

在境外上市的内地商业银行。

第一套人民币在什么情况下诞生？毛泽东为何拒印自己像？

人民币诞生始末
华俊

解放之初，各地货币不统一，影响流通。在即将统一全国的时候，中

共领导就着手统一货币的工作。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挂牌仪

式在石家庄中华北街11号隆重举行。同日，人民币正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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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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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划归河北省)冶陶镇召开。为了统一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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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统一迫在眉睫

经过一番考虑，到达武安的董必武致电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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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由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叫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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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员的工作是搜集各解放区货币发行政

策、发行指数、物价指数和设计人民币票样等。

“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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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中共中央还在陕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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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拒绝在货币上印自己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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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当日即发行了 10元、20

元、50元3种面额的人民币，后来又增加了其他

面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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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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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人民币在西藏流通。至此，人民币

在中国内地统一流通。

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

交通银行的发展历史金融历史之 交行

历史档案之 人民币

你知道交通银行的成立背景吗？你知道它的第一任总经理就是我们

安徽人吗？它成立后干了哪件大事呢？它在发展中又历经了怎样的蜕变

呢？本文会给你这些答案。

任三中

交通银行创立时，正值清末年间，历史变革的前夜，资本主义生产力的

萌芽出现在这个古老的国家，并在外国租界最多的上海快速发展。顺应这

一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洋务派重臣——清朝邮传部大臣上奏朝廷，并经批

准的一家官商合办的银行——交通银行，于1908年正式成立。它的第一

任总经理李经楚（李鸿章的侄子）即是安徽合肥人。

在这家官商合办的银行中，官股占四成，商股占六成，总资本为1000

万两白银。它从创建伊始就以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商业银行身份出现，经

营模式可谓创中国本土银行之先河。

在当时，交通银行的规模和地位仅次于大清银行(中央银行)，是我国

早期的大型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它在创建初期定位于

为经营轮、路、电、邮四政往来服务的专业银行，所以取名为交通银行。

1908年成立的大型银行

交通银行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负责

借款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营权。经过努力，京汉铁

路的路权于1908年12月收回。

民国以后，随着银行业务的逐步发展，交通银行

慢慢地转变为一家经营一般银行业务的商业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自1958年开始，

交通银行除香港分行仍继续营业外，内地行的业

务分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借款赎回京汉铁路经营权

历史再一次选择交行

资料图片：中国人民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