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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票据印刷简述 

资料来源：《广东印刷》2004年第1期 作者：何京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商业票据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日显重要，作为印刷工

业中一个特殊性质的工业部门，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社会流通的特殊商品——纸币、

各种债券、期票、支票、邮票、飞机票、标签，商标以及各种证券等商业票据，本文

介绍了我国商业票据印刷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势。

一、商业票据印刷发展简史

商业票据印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当时市场上出现的作为商人纳税凭证的

“印纸”和作为存款收据的“飞钱”可以认为是票据的前身。出现于公元11世纪北宋

时期的“交子”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纸币，比欧洲最早出现的瑞典纸币要早600多年。

在中国古代，商业票据印刷一直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工艺。近代的商业票据印

刷，早期为雕版印刷，清末开始采用石印和铅印，后来采用平印和凹印，出现了雕版

印刷与石印、铅印、平印。凹印等各种工艺并存的局面。由于票据在社会政治、经济

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印刷工业中的商业票据印刷一般都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印

刷技术和工艺。其中，纸币和邮票的印刷表现得最为突出。

1. 纸币

作为价值的代表，纸币既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印刷术发

明后的一个独特的应用领域。从宋朝发行“交子”开始，历经金人的“交钞”、“宝

券”、元代的“宝钞”、明代的“大明通行宝钞”、清代的“户部官票”、“大清宝

钞”，都对当时的货物交换、发展经济等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进入20世纪，中国

政局风云变幻，战争频繁。从辛亥革命至解放战争，在短短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中国各地都有政府、军阀。权贵、洋人等印发的纸币，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纸币

管理上的混乱局面。1948年底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于1949年9月召开了全国印制发

行会议，决定结束全国币制混乱的状态，统一全国货币的印制与发行。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因统一币制的需要，印钞工业曾达到相当规模，共有14个工

厂，职工达到17000余人。1950年以后，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现统一，市场物价渐趋

稳定，货币需要量大为减少。根据国家安排，印钞企业进行压缩整顿，先后合并、下

放了7个工厂，5700余名职工转入其他行业。随着第二套新版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工

作提上日程，根据工作需要，印钞企业扩建了部分厂房，增补了部分印制人员，形成

了新的生产能力。

1956年，中国人民银行与第一轻工业部合作，在河北保定市建立中国第一个钞票

纸厂。这是中国钞票纸生产从无到有，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第一步。1956年到1958年

间，由于货币流通量减少，印钞工业进行精简，只剩下北京和上海两个印钞厂。20世

纪60年代初期，第三套人民币各票种相继投产。

1965年，内地开始了印钞工业的建设，先后在西南、江西、陕西各地建成了3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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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厂，其中西南地区还建成了拥有造纸、专用机械的专业化印钞基地。到1990年，印

钞工业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生产体系。

2. 邮票

邮票是邮政业务上邮资已付的凭证，是国家发行的一种有价证券，也是一种特殊

的印刷品。小小邮票，构图奇妙，方寸之间，知识广泛，古今中外的名人、山水、风

土人情、花鸟鱼虫、珍禽猛兽，应有尽有，颇具收藏价值。1878年，中国首次印制发

行“海关大龙”邮票。中国从印制发行第一套邮票至今，印制发行邮票品种繁多、数

量巨大，其中包括普通邮票、纪念邮票，特种邮票，小型张，小本票、小全张邮票、

军用邮票，航空邮票等。印制方法包括了石版印刷，平版印刷，凸版印刷，凹版印刷

等。

新中国成立后，邮票印刷技术进步较快，邮票印刷数量增加，品种增多，质量显

著提高。1949—1959年，中国的邮票主要由北京，上海等地的几个印刷厂印制。如新

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胶版

印制，于1949年发行；第二套纪念邮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由北京人民

印刷厂用雕刻凹版印制，于1950年发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制邮票的开端。以

后，陆续由上海市印刷一厂。大东书局上海印刷厂及华东税务管理局印刷厂用胶版印

制；由华东邮政南京印刷厂用凸版印制。1959年，北京邮票厂建成，自1960以后，即

由该厂承担中国邮票的印制任务。近20年来，邮票印刷技术改造以胶印为主，以提高

印制过程自动化程度和产品质量为目标，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商业票据印刷方面，我国的印制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与国外采用的方法完全相

同，即采用单张纸凸版铅印的方式印制商业表格。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胶印技术应

用迅速发展，商业票据印刷也采用了胶印印刷工艺。1965年，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开始生产胶印商业表格印刷机，到1982年生产出了全自动胶印商业轮转印刷机，1985

年又开发了电脑控制的商业表格印刷机。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尚未生产电脑控制的商业票据印刷机，商业票据的印刷

除少量是采用进口国外轮转设备外，主要还是采用单张纸凸版铅印机，生产效率低，

产品质量不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我国商业票据印刷设备制造业

和印刷业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如今，我国已能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商业票据印

刷机，通过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我国商业票据印刷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基本形成了

自己的商业票据印刷设备生产和商业票据印刷体系。

二、商业票据印刷现状

经过近10年的稳步发展，我国商业票据印刷行业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了很大发

展。到目前为止，商业票据印刷行业有1200多家企业，业务遍及邮政，电信。铁路，

银行、工商，税务，财政，保险、证券，流通等相关行业，并且涌现出营业额超过亿

元的面向社会的专业化商业票据印刷企业，形成了产值达到120亿～150亿元的产业，

并且每年还以15%～20%的速度增长，预计这种增长速度至少会延续到2010年。

商业票据印刷行业目前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刮开式发票。刮开式发票是税务系统继

出租车发票改革后推出的又一新票种，这是税务系统针对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的购买

和使用假发票，非法倒卖真发票。纳税人虚开发票金额。消费者不索要发票的免开发

票，不上税等问题，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加强税收征管，堵住漏洞，保护合法经

营、防伪和打击利用偷逃税款的违法行为，实现以票控税的科学征管的目的。新版发

票的使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也为商业票据印刷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契



机。截至2003年6月，国内安装了约60条刮开式发票生产线。刮开式发票之所以能够

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发展，与其独特的防伪技术密不可分。过去“假票”能够到处泛

滥，就是与发票种类多，不易识别，手工开具等有关。由于刮开式发票采用了现代综

合防伪技术，即数码喷印技术与计算机软件信息管理相结合的手段，印刷设备与技术

的巨额投资杜绝了造假的可能，而发票防伪由原来的专用材料纸张与油墨型的专家与

职能部门把关防伪，转向便捷、现代化的公众防伪。

刮开式发票正在推动我国商业票据印刷行业上的一次变革，即可变数据印刷技

术。可变数据印刷技术在印制工艺。印制设备，印制技术、投资成本，利润空间，发

展潜力等方面，无论是对印刷企业还是设备材料供应商而言都是新事物，既面临着投

资与市场发展前景的压力与挑战，同时也是企业把握市场商机的一次难得的机遇。

三、商业票据印刷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的繁荣，信息时代的来临，商业票据印刷迅速发展，其市场前景不可限

量，其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发票等税票的改革。刮开式发票这种新的印制工艺与防伪方

法为商业票据印刷企业提供了一个发展思路。随着商业票据印刷业的发展，以及银

行，电信，保险，邮政等行业的服务水平与国际接轨，账单打印和直邮广告函件将得

到快速发展，也就是说，可变数据印刷技术大有发展前途。账单打印和直邮广告函件

是国外商业票据印刷企业高速发展的业务，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竞

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电信。移动等部门不断提高服务水

平，相信这种业务在今后几年内会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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