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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歷史上中國貨幣制度有三點和其他國家不同的特性。 

第一, 面额小的銅錢占歷代政府鑄造通貨的大部分。全球史上很多的國家流通過銅幣。不過，

除了中國以外， 用貴金屬鑄造的通貨，即金幣和銀幣，總是跟銅幣一起流通。大部分的政府

傾向鑄造貴金屬通貨。其結果，銅幣只有補助金幣和銀幣的功能。反之，到 19 世紀末中國歷

代王朝沒鑄造金幣或者銀幣，一直只有以銅錢為官方鑄造的金屬銅幣。 

第二，比其他的國家政府早數世紀成功發行鈔票并流通。歐洲諸國之間最初發行鈔票的是

瑞典。1661 年斯德哥爾摩銀行發行了 4 種面額的鈔票。它們可以兌換於 5 枚，25 枚，100 枚，

1000 枚銅貨。最初，攜帶方便的鈔票受到該銀行存款的顧客們的歡迎。鈔票的流通在日本早

一些。1630 年福井藩發行了銀札。 這是日本官方最初發行鈔票的例子。 民間發行的更早。現

存最古的是 1610 年伊勢山田商人發行的山田羽書。他們可以兌江戶幕府鑄造的銀錠。相比兩

者，在中國又更早出現鈔票。十一世紀初因為用笨重鐵錢交易的不便，四川商人之間用来兌

換鐵錢的交子已經流通。1023 年宋朝設了益州交子務，將已發行的交子全部回收後，開始發

行官交子。之後四川以外地域也漸漸流通鈔票。至於元代，流通的是原則上不兌換的交鈔。 

第三，不如其他國家用銀鑄造通貨，中國政府和民間都不用銀幣計數，而以稱量銀錠方式



收稅而且交易。不像到西漢時代金塊作貨幣的功能， 中國古代沒有白銀作貨幣功能的例子。

随着中央亞洲起源的遊牧民族政權進入中國後， 用白銀交易的習慣在中國開始普遍了。不過，

用白銀鑄造銀幣的制度在中國沒發現。從東漢以後，絹布的貨幣功能越来越重要。最初，白銀

只是補充絹布的工具。歷代朝廷雖然用絹布收稅而且支付給人民， 不過沒有用絹布創造通貨。

同樣，中國政府雖然用白銀收稅而且支付給人民， 不過在十九世紀之前沒有用白銀鑄造貨

幣。 

這三點特性中， 第一點是最重要的。以面額小的銅錢為主的制度成為發行鈔票的前提條件。

第二特性是第一特性衍生的結果。 政府和商人習慣以銅錢作為價格單位。因此，都沒想到用

銀幣代替銅錢。第三特性也是第一特性根生蒂固的結果。因此，沒有理解第一特性的話，不可

能正確地把握第二和第三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