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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起源于15世纪，始铸于欧洲，在中国俗称“洋钱”、“花边钱”或“大洋”。
银元又是银铸币的通称，是世界上银本位制国家的主要流通货币。大约在16世纪，
银元流入我国，1890年（光绪十五年）官方开始正式铸造银元。民国初期建立银本
位货币制度以后，也以银元作为主要流通币。银元还是近代、现代币收藏的重要币
种之一。

这是一枚民国开国纪念银币，铸有民国首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的肖像。近代中国银
元诞生经过：

乾隆时曾开铸镌有班禅头像的纪念性银币，道光元年（1821）鼓铸了赏赐用的银币
，但用机器自铸新式银元则始于光绪八年（1882）吉林机器局铸造的厂平（吉林通
用银两）一两币，因铸造数量甚少，后世罕见，时市面流通的银币主要是洋钱。

张之洞督，于十三年奏准由广东造币厂试铸，每枚重库平七钱二分，币面镌有龙形
，越二三年铸成，在市面流通，是为龙洋的起源。以后光绪、宣统年间各省所铸银
元均统称为龙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又在武昌设立银元局铸造一两银元。以后
各省仿效，相继奏准铸造，但因质劣及成色、重量不符标准，不受民间欢迎，甚至
在流通中不能按枚计值，只能按重量计值。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吉林机器局开始铸行“吉林省造光绪元宝”银元。
从光绪二十五年起，吉林银元的币文增加了甲子纪年，相继有己亥、庚子、辛丑、
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中心图案有万年青、太极图等多种
版别，光绪三十四年，又出现两种新版别，一种是中央满文“大清”，另一种正面
中央有阿拉伯数字，一元是“11”，二角是“2”，一角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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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户部在天津筹建制造银钱总厂，于光绪三十一年建
成，改名为“造币总厂”。同年七月，清政府拟订了《整顿圜法章程》十条，其中
提出银币专由造币总厂制造，保留南洋（江南）、北洋、广东、湖北四局为分厂。

在制造银元的同时，许多人提出了制造金币的主张，进入20世纪，兴起了关于建立
本位制度的讨论，有人主张中国实行金本位制，在黄金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先
实行金汇兑本位制（亦称“虚金本位制”）。

这种币制以黄金定价格标准，但国内实际流通的是银元，银元按黄金价值流通，是
黄金的价值符号。在金本位制尚无实行条件时，当时普遍主张先实行银本位制，在
此前提下，又产生了货币单位的“两元之争”。有人主张银元重一两，有人主张重
七钱二分，即以元为单位。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9年），天津造币总厂制造光绪元宝银元一套，币面计重为
：库平七钱二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共三等币值，回复到了币面看似计重，
实际当作一元、二角、一角流通。这是光绪年间清朝中央政府制造发行的仅有的一
套银元。 在此期间，天津造币总厂制有币面标为光绪二十九年的户部光绪元宝试样
币一套，面值一两、五钱、二钱、一钱、五分共五等币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此时极
力主张银元重一两，在湖北开制了光绪三十年湖北省造大清银币，重库平一两，背
面为双龙戏珠图，此币有少量进入市场流通。

由于“元两之争”一直没有结果，天津造币总厂于光绪三十二年试制了一套户部丙
午中字大清银币，面值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共四等；

光绪三十三年又试制了一套丁未大清银币，面值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共四等。
户部所制的这几套银元，制作都极精美，有标准币之称，但都未正式发行。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有些省开始制造宣统元宝银元，宣统二年颁布《币制则
例》，规定国币以圆为单位，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九成，辅币有银、镍、
铜币，规定银辅币有五角、二角五分和一角共三等。

造币总厂还根据《币制则例》规定，于宣统二年试制以圆为单位的大清银币一套。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又重新制模，试制大清银币，主币的蟠龙图案版别很多，
计有长须龙、短须龙、大尾龙、反龙、曲须龙及签字版等版别。

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将铸币权统一于中央，规定以圆（元）为单位，每元重七
钱二分，定名为“大清银币”，由湖北、南京两个造币厂铸造，预定于十月发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所有已铸成的银币均充作军饷，故终清一代，只有各省自铸的银
元，而无成色、重量都符合标准的全国统一铸造的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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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铸造的镌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和国民政府铸造的镌有孙中山
头像的银元，是自铸银元中流通最广的两种。进入民国后，仍维持着银两、银元并
行的货币制度，直到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银元才成为单一的主币。

1935年实行纸币政策，不准行使银元，并用“法币”收兑银元（见币制改革）。以
后银元虽间或有在市场上出现，或被个人窖藏，但银元作为主币的时代已宣告终结
。

在清末的一百年间，各地仍沿袭明末行用铸成锭形的银块，以两计算，称量使用。
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银块形状繁多、成色不一，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自铸银饼就是在
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此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海禁大开，对外贸易日增，外国银元相继输入中国内
地，当时在市面上流通的各国银元有几十种之多。由于洋银计枚核值，标准统一，
使用时不必称量，因此民间乐于接受。

同时，也成为中国自铸银元的催生剂。道光、咸丰年间，从与外商贸易频繁的沿海
城市兴起，各地先后仿铸洋银。在这种情景下，为保持民族尊严，维护货币制度，
清政府被迫开始筹划铸行本国银元。 

19世纪末期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莫过于“吉林厂平”银币的出现了，
这是中国代表先进铸币工艺的第一套机铸币。此一时期，西方世界机器工业兴盛，
机铸币已十分流行，吉林地方告别传统的浇铸和人工打制方式，引进新技术制币，
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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