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行推进数字货币研究 近期已和市场共同合作 

  

        随着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逐渐退出流通市场，人们在怀念过往的同时，对未来的数

字货币充满憧憬。 

  

  据悉，央行正在组织推进数字货币相关研究项目。而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央行行

长周小川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答记者问时透露，央行在三年多以前就开始组织了关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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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共同合作的方式

来研发数字货币。 

  

  从 2014 年起，央行就组织专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团队研究数字货币。据周小川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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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2016 年，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曾论述：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框架也是一个非常关键

的问题。可以有两种模式选择：一是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二是遵循传统

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第一种也是目前一些类数字货币的常用模式，在这种

情形下，央行直接面对全社会提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维护服务。第二种仍采用现

行纸币发行流通模式，即由中央银行将数字货币发行至商业银行业务库，商业银行受央行委

托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等服务，并与中央银行一起维护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

系的正常运行。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模式。 

  

  到了 2018 年，范一飞再次向公众介绍数字货币推进进展。今年 1 月，范一飞发表文章

指出，为保持央行数字货币的属性，实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目标，我国的央行数字货

币双层投放体系应不同于各种代币的去中心化发行模式。第一，因为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

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其债权债务关系并未随着货币形态而改变，因而仍必须保证央行

在投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第二，需要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调控职能。第

三，不改变二元账户体系，保持原有货币政策传导方式。第四，为避免代理投放机构超发货

币，需要有相应安排实现央行对数字货币投放的追踪和监管。 

  

近年来，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央行及货币当局均在对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开展研究，新加坡

央行和瑞典央行等已开始进行相关试验。 

  



对于推进法定数字货币，范一飞表示要积极稳妥。早在 2016 年，范一飞就表示，法定

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的实际影响只有在其已经作为货币发行流通后才能真正为人们所知。我

们必须审时度势、积极稳妥进行制度安排和宏观调控，以保证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的正

面影响最大化、负面冲击最小化。 

  

实际上，对于市场上火热推进的“加密资产”，各国均保持谨慎态度。据英国金融时报

此前报道，由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多家机构组成的金融稳定监督委

员会，在 2016 年通过的有关美国金融体系最大威胁的年度报告中强调了对数字货币的担忧。 

  

3 月 20 日，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集中讨论了“加密资产”，

周小川在出席该会议时指出，加密资产可能引发系列挑战和问题，如非法交易、洗钱和恐怖

融资、可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加密资产虽然规模仍然较小，但社会影响较大，不容忽

视。中国一直强调，金融部门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目前看加密资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

用存疑。中国支持就加密资产和数字货币问题在 G20 下加强政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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