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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粟磊

所谓人民币样币，一部分
是货币发行机构在货币流通
管理中使用的一种标准样
本。另一部分是在货币设计、
研制、试生产和上报审批过程
中使用的试验样品，而且它们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通人
民币。同时按照相关的管理
规定，试样币都不应该、也不
可能在市场上出现。但由于
某些人为因素或管理上的疏
漏，其中的极少部分样币已流
入钱币市场。也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使这些已经流入市场
的样币更显珍贵，成为收藏家
不惜重金争夺的目标。就如
1975年第二版人民币硬分币
中，未发行的“工农学”“农作
物”试铸样币。

1968年7月16日，中国人
民银行总行向国务院报送了
《关于新版人民币的方向初
稿》，作为第一次新币制作方
案，其中仅涉及纸币，未提及
硬币。1969年 4月 8日，中国
人民银行又第二次上报了新
版人民币的设计稿和新版硬
币试制样品，即1969年版“革
命圣地”硬分币试铸样币，未
见回复。时隔六年的1975年
11月18日，财政部（中国人民
银行与财政部于1969年合并）
再次向国务院上报关于设计、
印制新版人民币的报告，其中
包括有硬分币“工农学”和“农
作物”的设计方案。

当中的硬分币“工农学”
未采用稿试铸样币，含有1分、
2分、5分各一枚。其为铝质，
齿边，直径分别为18、21、24毫
米。其图案设计美观，铸造精
美。此套样币有两个版本。
其中第一版（图1），正面图案
为北京天安门，图案上方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下方
是年号数字“1975”和麦穗齿
轮；背面图案，俗称“工农学”；

另外图案右下方是阿拉伯数
字面值，左上方则用汉语拼音
书写面值。而第二版（图2）正
面图案为国徽，背面设计1分、
2分与第一版类似，5分币的工
人形象有所不同。

硬分币“农作物”未采用
稿试铸样币，同样含有1分、2
分、5 分各一枚。其铝质，齿
边，直径分别为 18、21、24 毫
米。此套样币具有两个版
本。其中第一种国徽版，正面
图案与流通硬分币相同，国徽
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
采用简体，而非繁体，且发行
年号置于国徽下方（图3）。背
面图案，则 1 分为大豆、水坝
（图4），2分为棉花、工厂（图
5），5分为麦穗、拖拉机（图6），
故俗称“农作物”。当时设计
思想是“粮油棉与农轻重”。
而其面值“壹分”“贰分”“伍
分”置于图案中央位置，在中
文大写面值上方，同时写有阿
拉伯数字面值。第二种天安

门版（图7），正面图案则与第
一种“农作物”试铸样币有所
不同，非国徽图而是天安门与
麦穗齿轮图，无年号。而背面
图 案 下 方 置 有 发 行 年 号

“1975”。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从

1955年起就开始发行铝制的
壹分币和伍分币，从1956年起
开始发行贰分币。在以后的
几十年中，这三种面值的分币
也不是每年都发行。相对而
言，壹分币的年号较多，贰分
币其次，伍分币较少。因此
1975年第二版人民币硬分币
试铸样币中的面值设计，都是
1分、2分、5分各一枚。

笔者根据雅昌艺术网的
拍卖记录，得知北京诚轩2018
年春拍会上，一套硬分币“工
农学”以人民币 59.8 万元成
交，而一套硬分币“农作物”
（国徽版）则以 63.25 万元成

交。且在北京诚轩2016年春
拍会上，两种“农作物”铝质试
铸样币（即国徽版和天安门
版），当时以 253 万元高价成
交。时至四年后的2020年，北
京诚轩又以224.2万元成功拍
卖了两套六枚硬分币“农作
物”大全。

以上四种1975年未发行
硬分币，属上呈试铸样币，流
传于世者犹如凤毛麟角。所
以无论作为珍罕的人民币样
币，还是特殊历史时期的货币
文物，它们均具有极大的收藏
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许
多藏家只能观赏图片，实物已
成为中国现代流通硬币的博
物馆级藏品。同时它们设计
主题明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既是珍罕的人民币样币，
更是特殊历史时期的货币文
物。

1975年未发行的几种硬分币

图3 硬分币“农作物”未采用
稿试铸样币国徽版

图4 硬分币“农作物”未采用
稿试铸样币壹分

图5 硬分币“农作物”未采用
稿试铸样币贰分

图6 硬分币“农作物”未采用
稿试铸样币伍分 图7 硬分币“农作物”未采用稿试铸样币天安门版

图1 硬分币“工农学”未采用稿试铸样币第一版

图2 硬分币“工农学”未采用稿试铸样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