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币反假 

(摘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牵头编写的《金融知识普及读本》) 

一、什么是假币 

假币一般分为两大类，分别是伪造币和变造币。伪造币是仿照真币

的图案、文字、形状规格、色彩等，采用印制、打印、复印等多种手段

伪造的货币。根据假币伪造手段和方式不同，主要分为机制假币、复印

假币、拓印假币、刻板印刷假币等几种类型。 

变造假币是在真币的基础上，利用挖补、揭层、涂改、拼凑、移位

等多种方法，改变真币形态的货币，分为真真拼凑币和真伪拼凑币。 

二、人民币防伪特征 

上文介绍了假币的主要种类，那人民币又具有哪些具体防伪特征呢?

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第五套人民币在纸张、油墨和印刷技术上均

应用了当前较为先进的防伪技术，下面以第五套人民币中的 100 元为例，

为您介绍人民币主要的防伪特征。 

（一）199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100 元纸币 

票面特征:该券别主色调为红色，票幅长 155 毫米、宽 77 毫米。票

面正面主景为毛泽东头像，左侧为“中国人民银行”行名、阿拉伯数字

“100”、面额“壹佰圆”和椭圆形花卉图案，左上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图案，右下角为盲文面额标记，票面正面印有横竖双号码。票面背面主

景为“人民大会堂”图案，左侧为人民大会堂内圆柱图案。票面右上方为

“中国人民银行”的汉语拼音字母和蒙、藏、维、壮四种民族文字的“中国



人民银行”字样和面额。 

该版本的 100 元纸币具有的防伪特征: 

1、固定人像水印：位于正面左侧空白处，迎光透视，可见与主景

人像相同、立体感很强的毛泽东头像水印。 

2、红、蓝彩色纤维：在票面的空白处，可看到纸张中有红色和蓝

色纤维。 

3、磁性缩微文字安全线：钞票纸中的安全线，迎光观察，可见

“RMB100”微小文字，仪器检测有磁性。 

4、手工雕刻头像：票面正面主景毛泽东头像，采用手工雕刻凹版

印刷工艺，形象逼真、传神，凹凸感强，易于识别。 

5、隐形面额数字：票面正面右上方有一椭圆形图案，将钞票置于

与眼睛接近平行的位置、面对光源作平面旋转 45 度或 90 度角，即可看

到面额“100”字样。 

6、胶印缩微文字：票面正面上方椭圆形图案中，多处印有胶印缩

微文字，在放大镜下可看到“RMB”和“RMB100”字样。 

7、光变油墨面额数字：票面正面左下方“100”字样，与票面垂直角

度观察为绿色，倾斜一定角度则变为蓝色。 

8、阴阳互补对印图案：票面正面左下方和背面右下方均有一圆形

局部图案，迎光观察，正背图案重合并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古钱币图案。 

9、雕刻凹版印刷：票面正面主景毛泽东像、中国人民银行行名、

盲文及背面主景人民大会堂等均采用雕刻凹版印刷，用手指触摸有明显

凹、凸感。 



10、横竖双号码：票面正面采用横竖双号码印刷（均为两位冠字、

八位号码）。横号码为黑色，竖号码为蓝色。 

（二）2005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100 元纸币 

票面特征:2005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100 元纸币规格、主景图案、主

色调、“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汉语拼音行名、面额数字、花卉图案、国

徽、盲文面额标记、民族文字等均与现行流通的 1999 年版第五套人民

币 100 元纸币相同。正面主景图案右侧为凹印手感线，左侧中间处为胶

印对印图案；左下角为光变油墨面额数字和白水印面额数字，其上方为

双色异形横号码。背面主景图案下方为面额数字和汉语拼音“YUAN”；

右侧中间处为胶印对印图案；年号为“2005 年”。 

防伪特征: 

1、保留：①固定人像水印；②手工雕刻头像；③胶印缩微文字；

④雕刻凹版印刷。 

2、调整以下防伪特征：⑤光变油墨面额数字；⑥胶印图案位置；

⑦隐形面额数字：调整隐形面额数字观察角度。正面右上方有一装饰图

案，将票面置于与眼睛接近平行的位置，面对光源做上下倾斜晃动，可

以看到面额数字“100”字样；⑧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将原磁性缩微文

字安全线调整为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背面中间偏右，有一条开窗安全

线，开窗部分可以看到由缩微字符“￥100”组成的全息图案，仪器检测

有磁性；⑨双色异形横号码：取消原横竖号码中的竖号码，将横号码改

为双色异形横号码。正面左下角印有双色异形横号码，左侧部分为暗红

色，右侧部分为黑色。字符由中间向左右两边逐渐变小。 



3、增加以下防伪特征：⑩白水印：位于正面双色异形横号码下方，

迎光透视，可以看到透光性很强的水印“100”字样；⑪凹印手感线：正

面主景图案右侧，有一组自上而下规则排列的线纹，采用雕刻凹版印刷

工艺印制，用手指触摸，有极强的凹凸感。 

4、红、蓝彩色纤维调整为无色荧光图案，肉眼不可见，紫外光下

可见。 

 

 

三、真假币鉴别 

当您收到疑似假币时，应当采取看、摸、听、测相结合的综合方法

进行识别、鉴定，下面以当前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币为例，向您详细介绍

鉴别真假币的四种方法。 

（一）看——真假币对照法  

将可疑币和真币进行对照，迎光观察人民币的水印、红蓝彩色纤维、

阴阳互补对印图案和安全线；将票面置于与眼睛接近平行位置，观察光

变油墨面额数字和隐形面额数字。真人民币的各种颜色光泽鲜亮，图案



轮廓清晰，层次分明，立体感强，印制精细，迎光透视时，可看到正面

右侧有一条上下贯通的黑色金属线；而假币由于粗制滥造，多数票面颜

色浑浊、色泽灰暗。具体来说: 

1、水印：人民币水印是通过纸张纤维堆积的高度不同使局部纸张

厚度出现差异，迎光观察呈现某种图案的实物线。真人民币的水印，都

是在造纸过程中做在纸张中的，将人民币平放时，一般看不出水印的迹

象，但只要迎光透视，均可看到纸币中含有层次丰富，立体感强的水印；

而假币一般没有水印，即便有也是用印模后盖上去的，平放时有水印轮

廓，迎光透视时，有的反面看不清楚，有的则特别明显，其水印图案结

构简单，无立体感，且图像失真。 

2、阴阳互补对印图案：迎光观察时，假币的正背图案重合得不够

完整，有线条错位现象。 

3、安全线：真币的安全线是立体实物与钞票纸融为一体，有凸起

的手感。假币的安全线有两种，一是在纸张夹层中放置的假安全线，与

纸张结合较差；另一种是在假币表面用油墨印刷上一条假安全线，如加

入立体实物，会出现与票面皱褶分离的现象。 

4、光变油墨面额数字：假币的光变油墨面额数字不会产生颜色变

化或变化不明显。 

5、隐形面额数字：假币的隐形面额数字分两种：一是在垂直观察

时即可看到，而真币是看不到的；二是根本看不到面额数字。 

（二）摸——手感触摸法 

所谓手感触摸法即是依靠手指触摸钞票的感觉来分辨人民币的真伪。



人民币采用特种原料，由专用设备特制的印钞专用纸张印制，其手感光

滑，厚薄均匀，坚挺有韧性。手感与摸普通纸感觉不一样。纸币薄厚适

中，挺括度好。 

另外，人民币采取凹版印刷，线条形成凸出纸面的油墨道，特别在

凹印手感线，盲文点，“中国人民银行”字样、人民币人像部位等。用手

指抚摸这些地方，有较明显的凹凸感，较新钞票用指甲划过，有明显阻

力。第五套人民币纸币各券别正面主景均为毛泽东头像，采用手工雕刻

凹版印刷工艺，形象逼真、传神，凹凸感强，易于识别。而假币采用的

则是胶版印刷，平滑、无凹凸手感,还有的假币在相应部位压痕或涂抹

胶水来模仿凹印效果。近年新版大面额人民币纸中还有金属线，或正面

右下方都有数个黑点，黑点不是像其他图案一样是印上去的，明显有一

定厚度。 

（三）听——纸张分析法 

即通过抖动钞票发出声响，根据声音来判别人民币真伪。人民币是

用专用特制纸张印制而成的，具有挺括、耐折、不易撕裂等特点，手持

钞票用力抖动、手指轻弹或两手一张一弛轻轻对称抖动钞票，均能发出

清脆响亮的声音。而假币纸张发软，偏薄，声音发闷，不耐揉折。 

（四）测——工具检测法 

即借助一些简单工具或专用鉴别仪器进行钞票真伪识别的方法。如

借助放大镜来观察票面线条清晰度、胶、凹印缩微文字等；或用荧光检

测，检测纸张有无荧光反应。人民币有一到两处荧光文字，呈淡黄色。

假币大多不含荧光纤维，缺少荧光图案，即使有荧光图案，其颜色往往



不正，亮度偏暗，呈惨白色。 

用紫外灯光照射票面，可以观察钞票纸张和油墨的荧光反映。将真

币置于紫光灯下，票面颜色无刺眼现象；假币则出现刺眼的蓝白光。但

用这种方法检测时，有时个别真币由于接触过肥皂粉等，也会出现刺眼

的蓝白光。因此，用紫光检测时还须观察其它特征。 

另外，还可借助仪器检测人民币的缩微文字、荧光反应以及黑色横

号码的磁信号来辨别人民币的真伪。 

 

案例 1.1 假币诈骗 

（一）2009 年 6 月 9 日凌晨，郑女士在某汽车站出口

处叫了一辆黑色的小面包车回家，在下车付钱时，郑女士

先拿出一百的给驾驶员，后被驾驶员以“调包”手法换成假

币，并称自己没有零钱找，将假币还给了郑女士，等下车

后郑女士才发现真币已经被换成了假币。在此提醒读者，

乘坐出租车时，尽量自备零钱，在司机找给其面额较大的

钱时，要尽量当场辨明真假，以防损失。 

（二）2009 年 6 月初，一外地男子到 G 市某县的于老

太家，称需要租房子，并主动提出先付 50 元定金，后该男

子拿出 100 元交给于老太，于老太当时没有辨别钱币真假

便付给外地男子 50 元，等到于老太外出购物时才发现那

100 元是假币。一些不法分子往往以老年人为目标，利用

老年人年纪大，眼神不好，对假币识别力不高的特点，找



各种理由以整钱换零钱，以假换真。 

（三）2009 年 5 月 24 日晚，一男子在 H 市商业街某

照相馆内用 1 张 100 元假币购买 2 节电池，后被当场抓

获，收缴到 5 张 100 元纸币，经鉴定均为新版假币。此类

犯罪分子选择一些路边小杂货店，看准店内无验钞机，以

大额假币购买低价小商品，找零最终达到使用假币套取真

币的目的，希望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警惕，避免损

失。 

 

四、发现假币如何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

缴、鉴定管理办法》，当对人民币的真伪存在怀疑时，可以到中国人民

银行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货币真伪鉴定。 

日常生活中关于假币的处理方法: 

（一）在日常生活中误收假币，不应再使用，应上缴当地银行或公

安机关； 

（二）看到别人大量持有假币，应劝其上缴，或向公安机关报告； 

（三）发现有人制造、买卖假币，应掌握证据，向公安机关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公安机关发现伪造、变造的人民币，应予以没收，

加盖“假币”字样的戳记,并登记造册。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

发现伪造、变造的人民币，数量较多、有新版的伪造人民币或者有其他

制造贩卖伪造、变造人民币线索的，应立即报告公安机关；数量较少的，



由该金融机构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当面予以收缴，加盖“假币”字样戳记，

登记造册，并向持有人出具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的假币收缴凭证，并

告知持有人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向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申请鉴定。 

持有人对被收缴货币的真伪存有异议，可以自收缴之日起 3 个工作

日内，持《假币收缴凭证》直接或通过收缴单位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

支机构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当地鉴定机构提出书面申请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