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古代一两银子是多少钱（古代一两银子是多少钱）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前中期经过康熙、雍正、乾隆
三位皇帝的励精图治，社会发展趋于平稳，民生经济得到大幅度提高，史学家将这
段时间称为“康乾盛世”。

这一时期，白银作为清朝的主要货币流通
于市面。那清朝的一两白银，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是多少钱呢？

我们以清朝中期举例，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康乾盛世期间，市面上一升优质大米的
价格在10-15文钱，一两银子等于1000文钱，一升米等于1.5斤。

也就是说，清朝中期的一两白银可以购买150斤优质大米。买过粮油米面的朋友应
该会了解，各地大型商超出售的东北优质五常大米，每斤价格约为5~5.5元一斤。

按照等量米价换算，一两白银折合750元人民币左右。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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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定
律，比较不同时期
货币的购买力，需要结合当时实际情
况，还有恩格尔系数与相对购买力才能得出相对靠谱的汇率。

既然使用米价换算不靠谱，那我们再通过房价进行换算。

史书记载，清乾隆年间
，北京西城区有一套14间房子的四合院对外出售，买家花了600两白银将其购得。
现如今一套北京西城区的四合院，价格绝对不会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

通过这么算，清朝中期的一两白银最少相当于现在的50000元人民币左右。

不过，按照房价换算同样有些不切实际。再结合当时清朝的国家年税与劳动者的实
际报酬，还有生活必需品消费来计算当时的白银到底有多值钱？

清朝中期，国家每年税收大概在八千万至九千万两白银徘徊。到了清朝后期，国家
每年国家税收提升到1.2亿两白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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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取个中间值，假设清朝中期国家每年税收大概是一亿两白银。2018年，中国国
家税收数额高达1.5万亿元人民币。

用清朝时期最高的一亿两白银税收和2018年国家税收进行比较，那清朝时期的一两
白银就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有些夸张，我们放下暂且不表。

《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亲王岁俸银一万两，郡王岁俸银五千两，贝勒
岁俸银2500两，贝子
岁俸银1300两。一品官员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
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1两，从九品31.5
两。（一品大员每年的俸禄可以购买2.7万斤大米）

当然，这是当时上层贵族
的收入，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曾国藩
作为清廷重臣，他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将大事小情，事无巨细地记下来。

根据曾国藩遗留的记录得知，清朝中期，一位青壮年男子通过出卖苦力，每天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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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赚到30文钱，月薪就是1000文钱左右，相当于一两白银。

有些技术的工人，比如铁匠、木匠，每天的工资能达到100-150文钱左右。这些技
术工人不是每天都能找到活干，再加上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因素，清朝的高级技工
每月收入大概在2000文钱左右，相当于二两白银。

忙活一年下来，总收入能达到十两白银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如今厂里的工人每月到手实际收入应该不会低于4000元人民币，技术工人每月工资
甚至能达到7000-8000元人民币左右。这样算下来，清朝中期一两白银至少相当于
现在的3000元人民币左右。

除此之外，曾国藩在其日记上还详细记载了当时一些日用品和食物的价格。

曾国藩喜欢吃腌肉，他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花了一两白银，买了15斤腌肉。曾国藩
的同僚，一位姓李的官员喜欢吃咸菜，他在正月初二那天花了一两白银，去市场上
购买了十斤大头菜和十斤大白菜，共计20斤咸菜。（每斤咸菜大概是50文钱）

光有吃的喝的还不行，过年了要给自己置办一身新衣裳。还是那位李姓官员，买了
咸菜后又花了一两白银做了一件棉上衣。

根据他的叙述，这件棉上衣只是个短袄，如果要做一身长袍，则需要花费三两白银
。添加绸缎的长袍，其制作价格则超过五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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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先生，他当私塾老师的时候，一年束脩（工资）只有四两银子。虽然东家包吃包住
，但是这点钱根本不够蒲松龄养家糊口。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弄清楚了清朝中期普通群众每月收入，以及他们的收入能
购买多少东西。

一位清朝的技术工人每月收入顶多二两白银，可当时市面上一件短棉袄的制作费用
就已经达到一两白银，一斤咸菜的价格不低于50文钱。所以，当时的一两白银的实
际购买力，根本无法与今天相提并论。

再怎么着，我们拿3000元人民币去超市，至少能购买四件质量非常不错的棉衣。同
理，3000元钱去超市能购买超过一百斤的五花猪肉，这样的购买力是清朝人根本不
敢想的。

古代物资匮乏，很多穷人一
辈子都吃不上大米、白面。杨秀清
的母亲临死前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吃一碗白米饭，但就是这么一个愿望，杨秀清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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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完成，以至于愧恨终生。

清朝一亩田只能收二到三百斤粮食，现在一亩田可收一千斤左右。另外，封建社会
一个体力劳动者一年都赚不了几两银子，银子价值很高是货币的一类，导致生产力
低，粮食价值高。

如果按照米价来算，清朝的一两白银就相当于现如今的2~300元人民币。但按照国
家税收来换算，那一两白银就相当于1000多元人民币，这种算法显然有些不切实际
。

就像80年代的万元户，放今天，实际购买力不会超过200万。但是相对购买力，包
括社会影响力，至少和上千万家产的富翁相等。

即便是清朝中期，一般人家一年的收入能有个几两银子就很不错了。影视剧里那些
吃完饭结账时随手丢一块银锭的情景，恐怕也只能存在于荧幕之上。

因此，汇总各方面的信息与资料来进行换算，清朝中期的一两白银折算现在的成人
民币，大概就是700~75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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