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数字人民币脚步渐近，市场上对数字
人民币利弊的讨论也在不断升温，央行数字货
币具有传统货币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其所承
担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中钞长城金融设备控股
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主任司晓玲告诉记者，
数字人民币的一大风险就是法定数字货币在

现有支付体系的功能定位尚在测试探索中。
司晓玲表示，支付体系是完成支付活动、

实现资金转移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安排和相关

基础设施的有机组合， 是动态调整与逐步完
善的过程。 考虑到央行研发的数字货币目标
定位替代部分M0，其本质是对原有支付体系
的补充。但从用户端使用视角看，当前，现金、
银行卡、 第三方支付等支付手段已基本满足
居民的日常支付需求， 如果要搭建适应数字
化支付进程的新系统， 其价值体现不应在用
户端， 而更多要体现在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后
台端。目前，央行将数字人民币定义为零售支

付系统的一个基本选项， 它的价值在于避免
第三方支付可能出现的垄断， 同时也增加现
有支付系统的韧性， 因此与当前的零售支付
系统存在着潜在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但目前
尚没有明晰的功能定位， 数字货币支付系统
对现有支付体系的影响仍难以评估。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货币的系
统、网络及安全风险。 数字人民币的实时性特
点要求央行掌握较高的技术资源，系统技术故
障、网络攻击和密码技术缺陷不仅会威胁个人
信息安全，也会冲击金融体系稳定。曲强认为，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可靠性及个人信息的

安全始终是核心问题，而密码技术作为数字人
民币的核心技术和基础支撑，是维护数字人民
币的重要保障。 同时，中心化管理也是保障数
字人民币安全的有利后盾，央行对数字人民币
进行中心化管理，可以保证数字人民币的币值
稳定和安全性，维护金融稳定。

对于央行应该为数字人民币的推出进

行哪些准备，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
业内人士普遍建议，通过完善数字人民币基
础设施、提升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建立相
关法律和监管框架等手段，推动数字人民币
生态建设。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
此前多次强调，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从来
不是人民银行一家的事， 也不是某一个机构
凭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事， 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 所以，需要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和相
关机构共同发力，推动数字人民币生态建设。
对于业内广泛讨论的数字人民币何时推出问

题， 考虑到现阶段数字人民币所面临的各方
面挑战，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张
晓燕告诉记者，目前，数字人民币还有一段较
长的路要走。值得注意的是，监管也曾多次强
调，数字人民币正式推出尚无时间表。

（据《经济参考报》）

目前， 我国数字人民币试点已经形成
“10+1”格局 ，数字人民币试点实现 “多地
开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

理曲强告诉记者，可以看出，目前试点主要
解决的是跨区域联动问题， 包括区域联动、
企业联动， 以及以数字货币促进消费的问
题。 因此，数字货币跨区域联动是对其运行
机制的进一步试点，未来全国将会有更多的
地区进行跨区域支付联动，以便了解数字货
币在跨区域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从数字人民币已实现落地场景来看，数
字人民币钱包基本以 App 形式出现， 同时
还支持离线支付。 例如，使用数字人民币可
视卡“硬钱包”进行支付，即为一种脱离手机
的离线支付方式。数字人民币在满足当下年
轻人使用习惯的同时，也考虑到不愿意或者
使用手机困难人群的需求， 设计了 “可视
卡”，即底层技术是芯片加 NFC（近场支付）

技术，以方便相关人群使用。
通过试点工作可以看出，目前，数字人

民币主要还是集中在生活缴费、 餐饮服务、
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日常小额支
付领域，使用形式也主要以条码支付、刷脸支
付和碰一碰等形式为主。

从试点机构来看，除了传统的工、农、中、
建、交、邮储 6 家国有大行外，数字人民币子
钱包近日再度扩容， 从最新更新的数字人民
币 App中可以看到， 可添加的运营机构进一
步扩容， 其中作为民营银行的网商银行已呈
现可用状态，还有包括支付宝、B站、美团、滴
滴、顺丰等 10余个电商平台的入口也都已接
入使用。 对此， 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
示，网商银行接入数字货币，或意味着数字货
币钱包与互联网支付平台打通了主流支付接

口，在数字货币的后续试点中，或有机会拓展
至理财投资等方面。 央行副行长李波此前也
曾表示，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好试点工作，扩大

试点范围，打造数字化人民币生态系统，提升
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 并制定相应法律和监
管体系。

由于现阶段数字人民币主要应用在小额

零售支付场景， 较符合数字货币是作为 M0
（纸钞和硬币）的定位，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尽
管数字人民币研发的初心是服务于本国经济

的发展，但随着技术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推进，
未来必将会提高人民币跨境清算的便利度，
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提高对资金流动的
监管能力。不过，对于数字人民币可以在多大
程度上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金融学会会
长、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周小
川认为，不要太高估技术方面的因素，更多的
是体制和政策上的因素， 还有未来改革开放
选择的问题。 不过，周小川认为，在国际使用
方面， 数字人民币会率先尝试对跨境的零售
使用，包括旅行者商务访问之间的使用，以及
现在比较时兴的零售网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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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年底数字人民币相继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等地启动试点测试后，截至目前，我国数字人民币试点已
经实现“多地开花”，其中，北京、上海、苏州、深圳、西安等城市近日先后宣布，开展新一轮数字人民币试点。 与多地区试点相
似的是，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目前已覆盖包括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等日常线上、线下小额支付领
域，且随着接入商业银行、应用程序等工作的不断推进，数字人民币在优化我国数字经济生态的同时，也积极促进了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

近几年，数字人民币进行了技术检测和
不断推广，适应了数字中国建设不断深化和
扩展的趋势，尤其是，随着近期阿里、京东等
多家商业巨头宣布将参与数字人民币试点，
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逐渐覆盖了生活缴

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
务等多个领域，也逐步从零售业向服务实体
经济等领域逐渐扩大。

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

震看来，推进数字人民币的研发是我国适应
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金融变革举措。黄震告
诉记者，数字人民币从研发、内测到试点，运
用的技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成熟。 从最初
的网络信息技术到如今的区块链概念相关

技术，数字人民币的诞生和应用可以说是一
次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大检测，对于数字中国
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不断扩容和

应用场景日益增多，数字人民币正成为数字
中国建设的助推器和加速器。 ”黄震说。

考虑到数字货币将在未来全球数字经

济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区块链工作组组长、 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
告诉记者：“我们有必要研究发行由中国主导
的全球性数字货币可行性路径和实施方案。 ”
李礼辉认为，虚拟货币的经济性缺陷在于，其
缺乏足够的实体资产支撑和信用背书， 价格
不稳定，投机性太重。而能够成气候的数字货
币必须是可信任的， 法定数字货币因为法定
地位和国家主权背书而可信任， 其他的任何
机构的数字货币要做到可信任， 必须具备一
些品质。因此，在我国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的当下， 数字人民币的发展不仅可以优化数
字经济生态， 还是进一步促进我国数字经济
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关键抓手。

黄震告诉记者，在数字人民币试点的过

渡时期，既要让人民享受数字化带来的数字
红利，也要避免出现老年人在线下场景使用
中产生不便的数字鸿沟问题，不断迭代优化
数字人民币的用户体验和实际效能，通过深
度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应用场景，进一
步推动整个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的数

字化转型，为数字中国建设发挥更加广泛的
作用，成为我国实现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的
工具。在当前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竞相发展之
际，黄震建议，我国应主动与全球各国保持
沟通和联系，掌握前沿科技，构建和完善基
于数字人民币的新型数字化跨境支付体系，
提升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水平。值得注意
的是，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已联合香港金融管理局、 泰国中央银行、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发起多边央行数

字货币桥研究项目，旨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
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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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多方合作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