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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

有证据表明，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 1023 年古代中国宋

朝政府发行的官交子，比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

有研究学者认为，中国纸币的起源远早于 1023 年，甚

至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

汉武帝时期的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

每张一方尺，定值 40 万钱。由于白鹿皮币的定值远远脱离

皮币的自身价值，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

于民间大范围流通，因此它只能说是纸币的先驱，而非真

正意义上的纸币。

飞钱出现于唐代中期，当时商人外出经商，携带大量

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

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

即飞钱。但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

流通，也不行使货币的职能，所以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宋朝的官交子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在持续了上千

年的金属货币时代后，纸币——官交子的诞生是我国宋朝

国家经济、文化高度发展之后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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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现代货币属性来看，官交子的诞生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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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象征。纸币的出现为人类的商贸进步和货币银行的

进步都带来了革命性影响。

据考证，交子是古代四川的俚语，有票券、凭证的意思，

其中“交”指双面重叠印刷的意思，“子”代表钱或数量。

交子又有官交子和私交子之分，私交子是宋代初期在巴蜀

一带民间流行的票据，私交子出现的时间比官交子更早，

但因官交子是朝廷官方发行的纸币，从近现代货币属性来

看，官交子的诞生意味着纸币的真正诞生。《宋史·食货

志下三》记载，宋朝天圣元年即 1023 年，宋仁宗赵祯登基，

在转运使薛田的建议下，设置了益州“交子务”掌管纸币

流通事物并发行官交子。

为了让金属更多地用于刀枪剑戟箭等武器制造，1023

年，宋朝庭下令禁止民间使用私交子，已发行的私交子全

部回收，改由朝廷设立的益州交子务统一发行官交子。官

交子是以红、青、黑三色铜版套印，上面印有密码花押，

并加盖印章。首次发行总量为 1256340 贯，使用期限以 2

年为一届，自第 25 届起改两届并用，这相当于流通货币量

比实际发行量增加了一倍。官交子的面额单位起初是 1 ～ 10

贯，为了方便流通，后调整为 1 贯和 500 文。

纸币相比于金属货币更容易携带，可以在较大范围内

使用，更有利于商品的流通，由此促进了宋朝及金朝的商

品经济发展。官交子一出，便取代了铁钱，成为当时的主

要货币。

随着贸易的发展，官交子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与

此同时，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官交子的交子

铺，并逐渐在各地设分铺。由于官交子铺户恪守信用，能

做到随到随取，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也越

来越多地采用官交子来支付。从现代货币银行学角度看，

官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官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

官交子不仅可以做存款，还可以基于存款做信用凭证，进

行抵押借款；经过一步步的发展，官交子脱胎换骨，逐渐

具备了现代信用货币的属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官交子铺

实际上起到了商业银行通兑结算、清算和信用保证等作用，

逐渐演化成票号、钱庄，成为现代商业银行的雏形。

回顾过往的一千年，纸币从无到有，时直至今日仍在

全世界各国流通。

我国于 2020 年正式开始测试数字人民币，成为世界上

首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国家。2021 年我国扩大了数字人民币

的试点范围和试点场景，2022 年成功测试了数字人民币的

“桥”，让数字人民币成功通向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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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经济学者、《术说金融》《世界的人民币》等图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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