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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5　货币与赋税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开始活跃起来，这是各国历

史上的共同现象。国家政权也逐步实施了各项税收政策。

线索(一)：中国的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历了从海贝、

金属到纸币的演进过程，明朝中期以后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近代中国机器

铸币银元与纸币“法币”先后流通使用；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币在解放区开始

发行，成为新中国的法定货币。近代西方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拓展，以英镑为中心

的世界货币体系在 19 世纪初建立起来，实行黄金自由兑换、自由铸币的金本位制

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

立。

线索(二)：中国古代实行赋役制度，赋役是一个国家或政权的根本，是财政

的主要来源。关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则是近现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税收制度，我

国关税最早出现在西周，近代关税经历了自主—丧失—收回—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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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一　货币的使用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

一　中国货币的演进历程

1．古代

(1)古代最初被用作货币的可能是海贝。

(2)大约在商朝后期，开始岀现铜铸币。

(3)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分别使用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等多种样式的铜

铸币。

(4)秦朝：将货币统一为圆形方孔钱，这种样式在此后被长期沿用。(意义：加

强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巩固了集权统治，维护了国

家统一；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

(5)北宋：出现“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与后来发行的其他纸币，

都是作为辅币，与铜钱兼行。

①背景：商品经济发展较快；铜钱流通量不足，无法满足商业需要；当时四

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笨重，携带不便。

②影响：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

“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

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

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6)元朝：将纸币作为单一流通货币来发行，称为“钞”。元末滥印纸钞，导

致恶性通货膨胀，财政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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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朝：恢复铜钱、纸币并行的货币体制，自中期起，白银逐渐成为国家财

政和民间交易的基本支付手段。

(8)清朝：完全承认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与铜钱兼用，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

2．近现代

晚清 清政府开始铸造银元

中华民

国初期
以银元为法定货币

国民政府时期

①1935 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由中央银行、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并禁止银元的流通，将

白银收为国有

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法币急剧贬值，最终彻底崩

溃

③1948 年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先后发行金圆券和银

圆券，都以失败告终

解放战争时期
华北人民政府于 1948 年 12 月 1 日在河北石家庄成立中国人

民银行，开始统一发行人民币

新中国成立后

①人民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

②人民币先后共发行了五套，形成纸币与金属币、普通纪念

币与贵金属纪念币等多品种、多系列的货币体系

二　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

1．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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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19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间货币结算日

益频繁和复杂。

(2)确立：1816 年，英国制定法案，实行金本位制。此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也都先后采用，形成以英镑为中心、以金币或黄金在国际间流通为主的国际金本

位货币制度。

(3)特点：各国的金币具有法定的含金量，人们可以根据规定铸造金币，金币

可以自由流通，而且不易贬值。

(4)作用：金本位制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5)瓦解

①1929 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大危机，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兑换黄金，全面禁止

黄金出口，导致金本位制崩溃。

②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失去统一的标准和基础。

③英国、法国和美国构建了以英镑、法郎和美元为中心的货币集团，各自为

政。

2．布雷顿森林体系

(1)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英国等欧洲国家，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

界的霸主。

(2)确立：1944 年 7 月，美国、英国等 44 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

森林召开会议。

(3)目的：协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4)内容：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 35 美元兑换 1 盎司黄金的固定比值，各国货

币与美元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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