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货币稳步推进 动态监管成关键 

 

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及专家认为，数字货币的发展有技术发展的必然性，各国对其

的研究都在加速推进。与此同时，对于数字货币可能出现的风险，将成为未来金融监管的重

点之一，使其可以更好服务于经济发展。 

  

  数字货币研究稳步推进 

  

  “央行在三年多以前就开始组织关于数字货币的研讨会，随后成立了央行的数字货币研

究所，最近的动作是与业界共同组织分布式研发，依靠和市场共同合作的方式研发数字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介绍央行对数字货币的研究时说。 

  

  不仅是我国央行，其他各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研究都在持续推进中。去年以来，一些国

家政府表态，考虑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其中包括日本、新加坡、瑞典等。 

  

  国元证券研究员李芬认为，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的基石，未来数字货币的推出将大大加

速数字经济发展，带动社会效率提升和成本削减。 

  

  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

一飞撰文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

异较大，在设计和投放(发行)、流通央行数字货币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系统、制度设计所面

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周小川指出，数字货币的发展既有技术发展的必然性，未来可能传统的纸币、硬币这种

形式的东西会逐渐缩小，甚至有一天不复存在。 

  

  对于现阶段我国研究数字货币的出发点，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称，“我

国研发央行数字货币的首要出发点是补充与替代传统实物货币，其界定属于现金（M0）范畴。” 

  

  在范一飞看来，现有纸钞和硬币的发行、印制、回笼和贮藏等环节成本较高，流通体系

层级多，且携带不便、易被伪造、匿名不可控，存在被用于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实

现数字化的必要性与日俱增。 

  



  中信证券研究部研究员肖斐斐表示，发行央行数字货币，首先，有利于央行更好地发挥

货币当局职能，包括宏观审慎、货币调控、反洗钱与资金监控等；其次，可能改变支付市场

格局，一些新兴支付方式将出现，与之相匹配的数字货币服务商可能应运而生，而在这一行

业重构过程中，商业银行有望凭借资金优势、规模优势、牌照优势发挥重要作用。 

  

  防范风险是第一要务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数字货币的推行存在一定风险。去年 8月，为防范炒作虚拟货币带

来的金融风险，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叫停 ICO(首次代币发行)。同时，央行不支持比特币与人

民币直接交易。 

  

  周小川表示，数字货币作为货币来讲，要保证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政策的传导机制，同

时要保护消费者。有些技术方案可能冒的风险太大，可能让消费者受损。特别是对大国经济

来讲，一定要避免那种实质性、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要慎重一些。在此过程中，要经过充

分测试、局部测试，可靠了以后再推广。 

  

  对于市场上已经出现的风险和价格波动，周小川认为，有些技术没有专注于数字货币在

零售支付方面的应用，而跑到了虚拟资产交易方面。虚拟资产交易的方向需要更慎重，虚拟

资产交易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不太符合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向。所以

在整个过程中，不必太着急，稳步研发，有序测试，把握方向，要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防止变成过度投机的产品。 

  

  “2017年，人民银行组织了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的研究项目，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

目前在组织大家推进。”周小川透露。 

  

  在数字货币试点的进展方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

行长金鹏辉表示，数字货币试点都在探索中，大家都很关注。 

  

  在姚前看来，随着可信云计算、安全芯片与隐私保护等技术的成熟，央行数字货币可以

考虑以用户为中心进行管理，这将大大减少货币运营的中间环节，央行可以直接穿透到最终

用户，为经济调控提供一种全新手段。 

  

  动态监管料成趋势 

  



  监管是数字货币研究中以及未来发行后需注意的重要环节。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

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做数字货币等有很多风险，并非是技术不成熟。如果大

家都可以用区块链技术随便发行数字货币，就会引发很多监管问题。 

  

  申万宏源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认为，要注意整体的金融稳定、防范风险，要保证货币

政策、金融稳定政策的传导机制，同时要保护消费者。未来的监管是动态的，取决于技术的

成熟程度，也取决于测试、评估的情况。 

  

  从监管政策来看，周小川表示，“不是说马上就要拿什么样的监管措施。在考虑新技术

的同时，在服务方向上要清楚，我们不太喜欢那种创造一种可投机的产品，让人家都有一夜

暴富的幻想，这不是一件什么好事，而是强调要服务实体经济。既然是说想搞数字货币的话，

要考虑确实给消费者、给零售市场带来效率、带来低成本、带来安全隐私的保护。另外，要

考虑大局，不要起到跟现行的金融稳定、跟现行的金融秩序直接冲突。当然，如果说是技术

发展会对原有的金融秩序带来改变，也需要比较慎重地进行研究、论证以后再出台。总的来

讲，技术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摸索过程中，说不上未来一定有某种确定的监管政策。” 

  

另外，在电子支付方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和金鹏辉在联名提交的

《关于电子支付立法的提案》建议，随着数字货币探索的不断深入，进一步规范电子支付，

为数字货币落地营造良好环境、奠定坚实基础，也迫在眉睫。借鉴欧美等国支付领域强监管

的立法经验，抓紧研究制定电子支付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产业参与各方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监

管职责分工，从而防范支付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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