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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 
 

《中國錢幣》2006年第4期 
 
 

    本人获藏“中国银行侨汇原币存单”一套。该套存单共4枚，系定额存单，分别
为港币100元、50元、20元、10元4种面额，均为竖式无水印三色印刷。每种存单上
的号码同为红色印刷，花纹边框颜色有所区别：10元券为红色花纹边框，20元券为
蓝色花纹边框，50元券为棕色花纹边框，100元券为绿色花纹边框；规格均为170×
90mm。每种存单花纹边框内的文字为黑色印刷(封二图1、2、3、4)。 
    全套存单图案规整、格式统一、印制精美，为钞纸印制。除面额和票券号码、
存单签发日戳有别外，其余图案、文字均相同：票券上方花纹边框正中印有一圆
圈，圆圈内是中国版图、国旗图案和“中国银行”字样，圆圈两边为“存单”二
字。票券花纹边框内竖排从右至左的文字是：“中国银行侨汇原币存单”、“号
码”、“凭存单即付君”“港汇××元正”、“委书字号”、“本存单凭中国银行
侨汇”“原币存单章程规定兑付”、“一九五年  月  日”。票券上均有“江门中
国银行”印及“贾秀新章”和“中国银行”钢印等。存单都盖有签发戳记：lo元券
和100元券同为“公历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20元券和100元券同为“公历一
九五○年七月十七日”。每张存单的正上方亦盖有篆书“江门中国银行骑缝印章”
红印。 
    票券背面有“代发机构背书”、“抬头人或持有人背书”、“接受存单须知”
等文字。其中“接受存单须知”的内容是： 
    1．本存单须有本行骑缝章及负责人 
签章始为有效，如系经委托机构转发者应由该转发机构背书证明。 
    2．本存单可持向本区内中国银行或人民银行或其他委托机关兑取人民币或转为
原币存款或折实储蓄存款。 
    3．本存单依照规定外汇牌价兑付人民币 
    4．本存单不得挂失 

5．本存单签发之日起限六个月内依照第二条办理，逾期应按到期日牌价兑付人
民币。 

 
    票券背面均盖有紫色“江门镇人民政府税务局、江门中国银行印花税贴”印章
以及代发机构背书章：其100元券和10元券同为“□□利号”，20元券和50元券同为
“和昌盛记”(封二图5、6)。 
    新中国建立伊始，作为国家金融调控中心的人民银行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
人民币阵地，实行现金管理，大力组织公私企业的划拨清算；积极动员可能组织的
资金；畅通汇兑；扶持进口，组织侨汇……其中大力组织存款，掌握外汇，控制游
资是任务的中心。①在这个中心任务中，“掌握外汇”是银行工作中的一大难点，
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新中国百业待兴，急需积累大量的外汇资金，而侨汇
是当时我国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为加强组织侨汇存款，吸收外汇资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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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于1950年4月6日作出决定：“(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处与中国银行
总管理处联合办公”。②紧接着，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于4月14日及时颁发了《中国银
行侨汇原币存单章程》。其中规定：(1)侨汇原币存单分美金与港币两种。(2)各侨
汇业根据接到之委托书，汇总后交中国银行，由中国银行发给相等数额的各种侨汇
存单解汇。(3)各侨汇业领到存单后，应一律加以背书。(4)此项存单签发地区为广
东、福建及侨汇较多地区，并在原签发地区之中国银行及其委托机构承兑。(5)存单
自签发之日起，6个月内可随时持向中国银行及其委托机构，按当时牌价兑取人民
币，或转作原币存款及折实储蓄存款。(6)此项存单不得计价、行使流通或买卖；不
计息；不挂失。③ 
    在这里，我们要真正认识“侨汇原币存单”。首先，应对上述侨汇原币存单章
程第二项中的“侨汇业”一词有所了解。 
    侨汇业也叫侨批业。这里所谓的“侨批”，是指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连带家
信或简短附言寄回国内的汇款凭证。侨批业又称“批馆”、“批局”或“民信
局”，是一种专门经营华侨附有信件汇款的私人金融机构。④侨批业有国内、国外
之分。国外侨批业大都设于南洋一带的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亚、印尼、菲律
宾等地，其业务经营是向华侨收揽侨汇后，委托国内侨汇口岸的侨批业，解送侨汇
的专门行业。侨批业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当时限制我国侨
汇汇入的特定历史产物。直到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很多华侨汇款，还是通过民间
的侨批业汇回祖国亲人手中。对此，我们可以人民银行汕头支行当时的情况为例窥
其全貌，据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汕头市支行于1949年11月5
日，开始接驳第一宗侨批汇兑业务，仍由侨批局凭保先支付款项，11月11日按常规
办理解付手续，至1950年1月14日止，共来10次侨批，登记批信l5万多封，金额为
797万港元”。⑤由此可见当时侨批汇兑业务数额之巨。 

根据以上文献记述，再结合该套存单之背面“代发机构背书”之“和昌盛记”、
“□□利号”钤印，我们可以判定：(1)该套存单所载金额的港币汇款，是我们的海
外华侨于解放初期，通过民间的私人金融机构——侨批业汇回祖国大陆的。(2)具体
经办这4笔侨汇业务的国内侨批馆分别为“和昌盛记”和“□□利号”。(3)“和昌
盛记”和“□□利号”两家侨批馆均依据《中国银行侨汇原币存单章程》之规定，
分别于1950年7月17日和1950年6月21日将该4笔侨汇汇款，以侨汇原币存单方式予以
解汇。 

从中国银行侨汇原币存单实物所载文字，我们无从了解该存单行用时间的情况。
但我们可依据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所颁发《中国银行侨汇原币存单章程》的具体时间
1950年4月14日推断，该存单实际开始行用时间应在1950年5月初左右。 
    同理，我们亦可依据相关史料，来推断中国银行侨汇原币存单的行用截止时
间。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大记事》记载：“1951年10月11日，为适应侨胞、侨
眷需要，鼓励侨眷节约储蓄，组织侨眷转向生产建设，中国人民银行颁发《华侨储
蓄章程》，其中指出：华侨储蓄存款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可同时举办，
中国银行仍为代理中国人民银行性质，但对外可由中国银行出面。指定银行如欲办
理此项业务，可与当地中国银行接洽取得代理关系办理。华侨储蓄存款以侨汇储存
为限，可以货币或保本保值方式储存，其种类有零存整付、存本付息、整存整付3
种，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厘订挂牌公告，改按年息计算。期限分1年、2年、3年期
3种，到期提取时，人民币储蓄按一般手续办理；保本保值储蓄，牌价上涨时保值付
给，牌价下降时保本付给”。⑥此记述表明：(1)原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所颁发、实行
《中国银行侨汇原币存单章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已不能满足广大侨
胞、侨眷的需要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国人民银行所颁发、施行的
《华侨储蓄存款章程》；(2)新的华侨存款(即侨汇存款)一律以人民币方式存人，而
再不是侨汇原币存款了；(3)新的华侨存款均为1—3年的定期存款或改按年息计算，
或保本保值给付；而非侨汇原存款在6个月内随时兑取人民币或转存，且无利息；
(4)新的华侨储蓄存款只能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其指定的银行办理，而不
像侨汇原币存款那样，具有私人金融机构性质的侨批业都可代理。据此可以充分说
明：中国人民银行1951年10月11日《华侨储蓄存款章程》的颁布、施行，实就标志
着中国银行侨汇原币存单的行用时间已经结束。综上所述，中国银行侨汇原币存单
的实际行用时间应是1950年5月至1951年11月间，即大约仅行用了1年零5个月的时
间。 

《当代中国货币印制与铸造》一书将人民币分为四类，即纸币、硬币、与人民币



同时流通的地方货币、特种货币。其中“特种货币”的定义表述为：“为适应国家
在不同时期的各种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印制发行了多种代金券和本币等特种货币，
严格在特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流通使用”。⑦依据此定义和中国银行侨汇原币
存单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1)中国银行侨汇原币存单是中国银行当时专用于兑取
外汇或人民币的现金兑取券，用途和作用极为特殊。(2)中国银行侨汇原币存单在新
中国的使用范围极小，它仅限在广东、福建等地行用。(3)中国银行侨汇原币存单的
行用时间短。(4)因存单不属银行永久性保管之档案，存放15年后就要按规定销毁，
能存留至今日者，亦属凤毛鳞角，所以在钱币收藏中是难于一见。 

 
    注释： 
    ①尚明、陈立、王成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大记事》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年6月(内部发行)版，第24页。 
    ②③同①第26页。 
    ④尚明主编《金融辞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849页。 
    ⑤见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潮人网”之潮学论坛，王炜中《解读潮汕侨
批》。 
    ⑥同①第59页。 

⑦中国印钞造币公司《当代中国货币印制与铸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11月
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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