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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年前的今天（1023年3月11日），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纸币开始发行，这也是中
国人的骄傲，因为它出现在中国的宋朝天圣元年（1023年），要比美国（1692年
）、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早六七百年。这种纸币还有一个好听的名
字，叫“交子”——可以理解为“用于交换的票子”。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长啥样？中国古代货币均以铜钱、铁钱、金银为主，宋朝为
什么要发行纸币？

让我们一起看看“交子”发行的历史背景和演变。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
“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因
此，中国也成为世界货币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把欧美国家甩下好几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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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引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
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
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
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
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
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纸币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
代使用的纸币，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介绍了我国纸币印制工
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了解了纸币。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
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因此，中国的“交子”是世界纸币的鼻祖，相关证物也成为珍贵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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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纸币探源》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图片来自网络

（壹点号《节日研究》出品，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翟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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