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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天津通志--大事记》的笔记-第145页

        五月八日 户部天津银钱总厂建成开工，铸造各种金、银、铜币，后更名为天津造币总厂。从此，
天津成为全国铸币中心。该厂在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清政府批准设立，九月一日动工兴建。厂
址在河北大经路（今中山路）东。

2、《天津通志--大事记》的笔记-第139页

        二月九日 袁世凯为整顿金融，解决市面现银奇缺境况，发布使用铜元告示。铜元分当制钱20文
、10文、5文三种，北洋银元局铸造。从此大量铜元在天津市面流通。

3、《天津通志--大事记》的笔记-第122页

        六月上旬 北洋机器局内建立铸币厂，日出钱43000文。1900年停铸。北洋机器局原为天津机器局
，1895年十二月改

4、《天津通志--大事记》的笔记-第138页

        十一月十一日 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银根日紧，私钱充斥，贴水腾涨，圜法紊乱。本日，袁世凯
发布《严禁私钱告示》，规定自二十日起，一律禁用私钱，违者按50倍加罚。这是袁旨在整顿市面采
取的措施之一。
十一月十六日 北洋银元局建成投产，周学熙任总办，先鼓铸铜元，随又铸造银元。光绪三十二年改名
直隶户部造币北分厂，光绪三十三年又更名造币津厂，宣统二年停办。1912年恢复生产，并入天津造
币总厂。厂址在河北大悲院旧址。

5、《天津通志--大事记》的笔记-第114页

        正月二十四日 清廷命李鸿章购置机器，洋法鼓铸制钱。三月，由机器局总办沈保靖订购英国格林
活铁厂造制钱机运到天津东局。七月，开铸“光绪通宝”，日铸200串。次年八月，李鸿章因工本费重
，奏准停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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