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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改革开放

上世纪80年代
票证、纸币并行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尚未完全脱离计
划经济，当时的支付方式也多少带着计划经
济体制的影子。

已经70多岁的魏碧德在改革开放初期
是达州市纺织厂的一名员工。“不是有钱就
能买到想要的东西，当时要现金加票证才能
购买。买米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烟要烟
票……买了烟想点火，还要先凭火柴票买盒
火柴，小孩子吃块糖都要糖票。这种状态一
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

“粮票当时号称‘第二货币’。”上世纪

80年代，魏碧德的儿子在外地读大学，每次
到校前，魏碧德都要给他准备一沓用地方粮
票换的全国粮票。“出差、探亲、外地上学，没
钱有票能活，有钱没票却寸步难行，这是那
个时代的特点。”

不过，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物资短缺的
现象逐渐消除，粮票等各种票证退出了历史
舞台。其中，布票消失得最早，1954年发
行，1984年就被停止使用；而粮票一直到
1993年7月1日才被终止流通。

上世纪90年代
票证落幕，现金为王

据魏碧德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普通工
人一个月的工
资大概是 30—
40元，5元、10
元的人民币都
属于大面额纸
币。到了 1987
年4月，第四套
人民币发行，国
人这才接触到
50元、100元的

“大钞”。上世
纪90年代，还流
行着一句顺口
溜，“开着桑塔
纳 ，打 着 大 哥
大。钱包一打
开 ，百 元 一 沓
沓。”也是在这
一时期，现金支
付彻底取代了
票证，成为商品
交 易 的“ 硬 通
货”。

上世纪 90
年代时，市民赵
林在达城珠市
街做小商品零
售生意。赵林
告诉记者：“上
世纪90年代初，
我们买卖东西，
讲究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来
我们这里进货
的客户，钱包都
是鼓鼓的，结账
的时候，掏出来

一沓钱，一张一张地数……我们每天营业结
束后，都要点款。一般每隔三四天，就会跑
一次银行，把货款存进去。”

“当时市场上假币横行。”赵林说道，为
了防止假币，在收钱时，人们都会抖抖钱、听
听声、摸一摸防伪痕迹……由于验钞机价格
昂贵，所以上至白领，下至商贩，人人都练出
了一套辨认假币的方法。

二十一世纪初
刷卡支付出现

“199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
发行第五套人民币，钞票的防伪技术也增加
到20多种。再后来又增加了20元面额的
钞票，取消了2元面额的钞票。”张军在达州
某银行工作了30多年，他告诉记者，“2000
年初，达州半数的人都已经将银行存折本换
成了卡，自助存取款柜员机也逐渐变多。从
那时起，人们身上很少会携带大量现金，刷
卡消费和信用卡消费逐渐流行起来。”

80后市民彭佳说，比起现金支付，银行
卡和信用卡支付相当方便。“我从2003年就
开始用信用卡了，它支持分期付款，可以让
我们早日用上心仪的东西，不用去慢慢攒
钱，只要记得每个月按时还款就行了。不仅
如此，外出旅游时，也不用携带现金了。只
需要带一张借记卡和一张信用卡，既便捷又
安全。”

如今
移动支付便捷实惠

步入新的十年后，支付宝、微信、百度钱
包等第三方支付方式出现，让移动支付成为
一股新的支付潮流。

“以前出门必带四样东西——身份证、
手机、钥匙和钱包。现在，出门不带钱包可
以，但不带手机万万不行。”90后市民钟小
雨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出门叫车要用手机下
单，饭店吃饭要用手机结账，充话费、缴气费
统统在手机上完成……“我付账几乎全都是
用手机。”钟小雨告诉记者，为了推广移动支
付，许多手机付款APP都有优惠，不仅便
利，达到一定金额还能打折或者立减，相当
划算！

在达州做生意的商品批发商田欢也表
示，以前用现金、刷卡购物的顾客比较多，这
几年来80%的顾客都是手机支付。“对于客
人来说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来说也方便多
了，账目一目了然不说，还不用担心收到假
钱，也不用再跑银行。”

票证→现金→刷卡→手机，40年支付方式不断“变脸”

手机在手 天下我有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人们的
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人民大众
密切相关的支付方式，也在40年间，完成了
从粮票、肉票到现金、刷卡，再到移动支付的
转变。出门不带现金、不带银行卡，只靠一
部智能手机吃喝行走，已经成为现在大多数
人的常态，对于他们而言，“兜里有钱，心里
不慌”早已变成了“手机在手，天下我有”。

□本报记者 赵曼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