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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纸币 －�
“

交子
”

产生的原因及其年代

（ 一 ）

中国最早的纸币产生于宋代（公元960一1279)， 这是由于当时多种经济政治原因所促
成的。 一是宋代的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 与之对应的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也有了较大的发
展， 因此客观上需要更多更轻便的货币， 以利千商人们外出携带和交换。 而中国自殷周以
来， 一直使用金属货币， 主要是铜钱。 历经五代十国战乱后建立的宋朝， 铜矿业、 铸钱业
受到破坏， 交换媒介的铜钱严重不足， 某些地区甚至还流行值小体重、 购买力又低的铁钱，
大的铁钱每千钱竟重达二十五斤。 货币流通中的这种情况对于携钱外出做大宗买卖的商人们
来说就很不方便了。 二是宋代在中国历代皇朝中是一 个较弱的朝代， 一直受到北方少数民族
（先是辽国、 后是金国）的威胁和侵略。 因此， 建国以来军费开支一直十分庞大， 财政非常
困难， 靠发行一 些成本高、 面值小的铜钱、 铁钱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 三是中国自五代十国
以来， 与分裂的政治局而相对应， 也形成了许多货币区， 不但用的钱不同， 而且不准运钱出
境， 以防铜钱外流。宋成立以来， 这种货币流通领域中割据的局面也没有得到纠正。

由千上述种种原因， 中国最早的纸币 “交子” 也就应运而生了。 但交子的产生最早并非
由政府发一道命令而开始印制发行， 它是首先由民间自发产生。 因此， 它产生的确切年代也
就颇费思抵了。 在治中国货币史的中外学者中也各有不同的说法。 关于交子的产生， 从现有
史料来看有如下几条：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二月庚辰条 ： “自李顺作乱...…民间
钱益少， 私以交子为市， 奸弊百出， 狱讼滋多。”

同上书， 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十 一 月癸卯条： “初蜀民以铁钱重， 私为券， 谓
之交子， 以便贸易， 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 富者资稍衰， 不能偿所负， 争讼数起。 大中祥
符末（公元1016年）薛田转运使， 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 久不报......（天圣元年十一
月）戊午， 诏从所请， 始置益州交子务。”

＜＜宋史·席旦传＞＞： “ 蜀用铁钱， 以其艰于转移， 故权以褚券（按 ： 褚即纸。 纸券即扎
交子）。”

有关交子产生的时间和地点， 材料上仅说 “李顺作乱” 。 关千李顺的情况， 据历史记
载， 李系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春， 与王小波一起在川峡地区进行衣民起义的领袖之
一。宋淳化四年十二月， 即公元994年2月王小波在江原（今四川崇春东南）与宋军作战负
伤后牺牲， 李顺即被起义军继推为领袖。次年兵败后被杀。 余部在张余领导下继续斗争了一
个时期。 宋至道元年， 即公元995年起义军失败。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王小波或李顺均系四川茶贩出身， 也就是说他们最初的职业
均是从事茶叶的贩运和买卖工作的。 他们起义的时间是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春， 到
宋至道元年（公元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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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条有关交子的材料和 “李顺作乱” 的考证中由rlf,、 出：第一， 飞子首先产生千

中区仇川地区的民间， 纯粹是为了代替笨重的铁仗流哑。 第二-.' 到公元l0?3尸以前， 四川民

屈的久 f· 已发展到山十几家宫商联合发行的制陔。 第三， 在大户元年（公）丘1023)宋政府开

始设笱咕州交于务， 纸币的发行业务由民间改为官办。

（二）

交子的 “ 交 ” 是交合的意思。 指两张券合得起来就交伐。 早期的交子是一 贰肉面都在发

行人印记（即图卓）的纸， 领用者交来多少钱， 即开给他多少疗目的父f, ：一了的花式并不

统 一 ， 杲面金额也是临时填写的， 最后加上密砃花押即算又成。 后菜如叫HI;'言发行交予

时， 为防止假村， 除先前的密码、花押、印记外， 还在纸原的父子上加印了图宋。 企额也丛i伯

时应领用人的申泊填写， 不限多少， 只要交付现钱， 使发给交子。盐时，i
j

以兑戏。 但兑槐向

每贯收手续费三十文。 所以交子是一 种兑换券性质的纸币。 又轻义沁的纸匝交子鸟仗使用，

大家郣觉得很方便。 后来交子发行由民间改为官办， 发行的官交于钉一 定竘发行限额和流通

朋限。 每界发行限额为1256340缗（按： 一 于文为 一 缗）。 大抵是三年为 一 界， 界祸后的旧

交子换新交千， 大凡每造一 界， 应备本钱（即发行准备金）三十六万缗。 当时交子的行使区

仪限于四川， 兑现时或持旧易新时， 每贯仍需纳工墨费三十文。 后来拙抒没有准备金的财政

性发行， 使交子的流通扩及至四川以外的地方。．宋傲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把交子改称为

“钱引 ” 。 同时在中国其他地方受四川交子影晌也产生过性肮类同的 “关子 ” 、 “会子” 、

“湖会 ” 、 “淮交＂ （按：会子盛行于中国东南各地；湖会流行于湖北、 湖南1谁父流行于

两淮的州县）。 从它们的用途和交、 关、 会三字的字义相近石， 华无疑义， 和四川地区的父

子一 祥， 都是中国最早的纸币。

占据了中国半壁江山的南宋统治区内， 会子最为通行。 会千原来也起拟于民间． 从纠兴

三十年（公元1160年）会子改由官府发行， 次年设 “ 行在会子务 ” 。 会千的发行制度比以前

的纸巾进步， 以前金额是临时填写的， 而会子的金额却印在上面， 并有发石讥关。 为纨防伪

造， 在它的上面突出地印看 “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 等字样， 以事前对介凶伪造纸巾的人起

到阻吁作用。

（三）

往卜交子产生的年代处不是可以说是与王小波、 李顺起义军（公元99J-－995什·)的讨I订

相一致呢？按现有材料米看也是可以的， 但这里需要注意两点： 一 是父子是起讥、f民间的，

儿民间产生的东西总有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科， 它不可能足哪一 天或咖 一 年实 ，飞产生的， 这

正象中国文字的起沥一 样， 有一 个没长发展的历史过桯( “ 仓颉造字 ” 之头仅仅始神话和传

说而已）。 所以不能把上面所引述的材料机愤地珅觥为中国最早的纸币一一交子的产生炕在
“ 李顺作乱” 的公元993一995年这 一 时期。 二是 “李顺作乱” 中的两位起义军领袖人物均系

四川杂贩出身， 起义军的基本队伍也是四川的茶农利 “旁农＂ （即佃农）。 四川在历史上以

盛产妇i1门瀑少数民族的 “ 边荼 ＇， 面若称， 王、 李两位在起义削义是以术叶的总硝买文力业

的， 祈以深知茶叶在贩卖邻省或边疆中使川值小昆正的怢钱如何之小四， 同使｝1）L心1i1iHI ilJ追

的又栓义薄的纸丿y.L公子的便利。 J
：

是在起义的过桯中恨可他对父于在四川地区的使川起了炸．

呾叭村的作用＂）叶l
、

l后来的统治阶切及且．
－

扩人们在记录/}严时就肥起说丁厅，1对的文j'l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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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作乱”这件事联系上了。 另外， 公元1016年转运使薛田奏请朝廷设 “ 交子务 ＇＇ ， 拟把盛行

于民间的交子发行业务改为官办时， 统治阶级大概也因为交子流行之事和 “ 李顺作乱” 挂上

了钩， 所以迟迟不愿批准， 整整拖了七年。 直到公元1023年， 才勉强同意所请， “始置益州

交子务” 。

根据以上认识，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最早的纸币一一交子的产生应该在宋初（公元960年）

前后。 随着宋王朝的建立， 中国政治经济有了 一个相对的稳定和发展的时期。随着商品经济

和商品交换的发展， 四川地区民间深感笨重的铁钱在商品交换的使用中极为不便， 于是纸质

货币的交子在四川民间逐渐流行。 到公元993一995年王小波、 李顺等衣民起义的兴起， 对交

子在四川的流行又起了相当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又由千民间私人发行的交子往往信用不

足， 引起 “奸弊百出、 狱讼滋多” ， 千是由富商大户们联合起来发行交子， 以扩大信用。但

在商品经济中谁也不可能永远是富户， 因此， 只要某个富户 “ 资稍衰， 不能偿所负＇， ， 就会

引起 “争讼数起” 。 所以到后来， 即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由宋政府设立 “ 益州交子

务 ” ， 完全由官方来办理交子的发行业务了。

四川交子从民间流行到正式由宋政府设立官方机构来进行发行， 从宋初（公元960)到

天圣之年（公元1023)整整花了六十余年。 这不但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大事， 而且也是世界货

币史上的大事。 因为在使用纸币方面， 欧洲要比中国晚了几百年。 当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

可·波罗（约公元1254一1324)于1275年来到中国， 见到一张小小的 “ 中统钞＂ （系元朝学

习宋朝的办法千中统元年， 即公元1260年所发行的纸币）能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时竟大为赞

叹和羡慕。 这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

（上接第8页）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一 个系统， 需要构成此系统的几个环节同时改革， 才能获得成

功。 其他环节不动， 只改一个环节， 不是白费力气， 就是事倍功半。 我们过去只着眼于企业

这个环节的改革， 并且发生了股份制好还是承包刮好的长期争论。 其实， 孤立地进行企业制

度改革， 不论是搞股份制还是搞承包制， 都很难摆脱行政千预， 很难实行经营机制转换。 要

实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 必须改变企业的产权制度，要改变企业的产权制度， 又不能只

在企业这个环节上做文章， 而必须同时在上述的另两个环节上做文章。 从改革的难度上看，

我认为第一环节上的改革难度最大， 其次是第二环节， 再次是第三环节。 因为第一环节上的

改革会碰到利益障碍，第二和第三环节的改革主要是技术上障碍。 从 “先易后难” 的原则上

讲， 可以先改第三环节。但从功利角度上看， 第一 、 第二环节不动， 第三环节的改革必然收

效不大。 因此我认为， 在企业制度改革上需要调整思路， 不能就事论事地只在第三环节上动

脑筋， 而应该把改革的重点放在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上。 这样做， 第三环节上的改革才会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国有产权制度改革成功了，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自然也就完成了 。 国

有企业制度改革成功之时， 就是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完成之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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