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奇帆：人民银行很可能是全球首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10 月 28 日，在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等机构共同推出的首届外滩金融峰会

上，CF40 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透露，目前我国央

行推出的数字货币（DCEP）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体系。

人民银行对于数字货币的相关研究已有五六年，趋于成熟。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

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他同时表示，未来，建立全球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的支付清算系统

势在必行。 

获黄奇帆先生授权，《中国经济周刊》现将演讲全文刊发如下：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很高兴受邀参加 2019 年外滩金融峰会。今天谈谈我对数字化的理解以及数

字化如何颠覆全球金融生态。 

一、数字化的构成与颠覆性作用 

数字化主要包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而这几者之间

的关系，如果将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

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

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

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

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

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更先进的“基

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的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

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

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数字化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就在于它所拥有的五全基因：全空域、全流程、

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

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

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的每一个点，每天 24 小时不停的信息积累；

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



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区块链技术、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

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而所谓“全价值”是指：

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

巨大的价值链。 

数字化具有的五全基因与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经济

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冲击。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

业制造 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

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过

程中，数字化拥有的海量信息、计算能力、共识机制，可以大幅度地提高金融服

务的效率、安全性，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坏账率和风险。 

二、数字化与金融结合带来的变革 

数字化拥有的五全基因与金融碰撞以后，重塑了全球的金融生态。主要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颠覆全球个人支付方式 

在数字化浪潮来临之前，我国个人支付主要通过纸币、储蓄卡、信用卡来完

成。2002 年，在合并了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和 18 家城市（区域）银行卡

网络服务分中心的基础上，我国组建了银联公司。银联创立之后，自主建成银行

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推广了统一的人民币银行卡标准，在传统支付领域发展迅

速，促进了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但在创新支付领域如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二

维码支付等方面进展缓慢。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应用普及，基于手机的支付方式走进

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新的支付已经占据主流地位。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

移动支付已经覆盖 14 亿人。从线上到线下，从家庭日常水电气话费支付到交通、

旅游、酒店、餐饮，移动支付凭借其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打破了传统支付方式

在空间上、时间上的局限性。2018 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约 39 万亿美元，而美国

则是 1800 亿美元，差距达到数百倍。我国的电子支付系统已经全球领先。如今，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移动支付。在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的线下商户门店，支付宝、微信支付的范围几乎可以涵盖餐饮、超市、便利店、

主题乐园、休闲等各类吃喝玩乐消费场景。 



移动支付使得个人的资金往来信息沉淀下来成为信用数据，使得企业在业态

层面有了极大的创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这就是共享单车、共享办公等共

享业态能够出现并蓬勃发展的基础。企业在销售商品或服务时，不再需要卖掉所

有权，而只需要卖掉某一个时段的使用权。未来，共享家具、共享工具、共享智

力等各类共享业态在移动支付的助推下，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随着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逐步渗透，个人跨境转账的底层技术实现方式

也开始被改写。过去，个人跨境支付需要跨越支付机构、银行和国际间结算网络，

整个过程由于串行处理而效率低下。而现在，区块链技术可以作为支付机构与商

业银行之间的接口技术。跨境汇款中的多方通过区块链技术将汇款报文传递给各

参与方，从而实现多方协同信息处理，将原本机构间的串行处理并行化，提高信

息传递及处理效率。目前已有部分企业运用区块链技术开展个人跨境支付服务，

实现了任意两种货币间的无缝兑换，并且安全透明、全程可追溯。 

但是，在新的支付方式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要尊重人对支付方式的选择性。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部分商家开始热衷于“无现金”，拒收现金的现象也随之

增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

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人民币。拒收现金的行为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从长远看还会危及金融安全。同时，由于移动支付的基础是电力设施、

数据中心、网络系统，一旦发生意外如地震、断电、人祸导致移动支付无法使用，

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二）重塑贸易清结算体系 

在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改变个人支付方式，企业间、国家间的支付结算方

式也需要进行重塑。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外汇结算时，会面临是两国货币直接支

付结算，还是以美元为中间价结算的问题。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

线之前，人民币跨境清算高度依赖美国的 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系统和 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SWIFT 成立于 1973 年，为金

融机构提供安全报文交换服务与接口软件，覆盖 200 余个国家，拥有 7500 家直

接与间接会员，目前 SWIFT 系统每日结算额达到 5 万亿至 6 万亿美元，全年结

算额约 2000 万亿美元。CHIPS 是全球最大的私营支付清算系统之一，于 1970

年建立，由纽约清算所协会经营，主要进行跨国美元交易的清算，处理全球九成



以上的国际美元交易。SWIFT 和 CHIPS 汇集了全球大部分银行，以其高效、可

靠、低廉和完善的服务，在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加速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流通和

国际金融结算、促进国际金融业务的现代化和规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高度依赖 SWIFT 和 CHIPS 系统存在一定风险。首先，SWIFT 和 CHIPS

正逐渐沦为美国行使全球霸权，进行长臂管辖的金融工具。从历史上看，美国借

助SWIFT和CHIPS系统发动了数次金融战争。2006年，美国财政部通过对SWIFT

和 CHIPS 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欧洲商业银行与伊朗存在资金往来，美国随

即以资助恐怖主义为借口，要求欧洲 100 多家银行冻结伊朗客户的资金，并威胁

将为伊朗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列入黑名单。随后全球绝大部分银行断绝了和伊朗

金融机构的所有业务往来，伊朗的对外金融渠道几乎被彻底切断。2014 年乌克

兰危机中，美国除了联合沙特将石油价格腰斩外，更威胁将俄罗斯排除在 SWIFT

系统之外，随后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经济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其次，SWIFT

是过时的，效率低下、成本极高的支付系统。SWIF 成立 46 年以来，技术更新

缓慢，效率已经极为低下，国际电汇通常需要 3-5 个工作日才能到账，大额汇款

通常需要纸质单据，难以有效处理大规模交易。同时 SWIFT 通常按结算量的万

分之一收取费用，凭借垄断平台获得了巨额利润。 

所以说，在当前数字化浪潮的大趋势下，依托技术更新缓慢、安全性难以保

证的 SWIFT 和 CHIPS 系统是没有前途的。在大数据平台、区块链技术的驱动之

下，构建形成一个新的清结算网络已经成为当前许多国家的共识。区块链技术具

有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集体维护、可靠数据库、公开透明五大特征，在清

结算方面有着透明、安全、可信的天然优势。目前全球已有 24 个国家政府投入

并建设分布式记账系统，超过 90 个跨国企业加入到不同的区块链联盟中。欧盟、

日本、俄罗斯等国正在研究建设类似 SWIFT 的国际加密货币支付网络来取代

SWIFT，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区块链平台正在通过区块链试水跨境支付，用实

际行动绕开 SWIFT 和 CHIPS 全球支付体系。 

未来，建立全球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的支付清算系统势在必行。一

方面摆脱中心化的金融霸权行为，促进各国的金融安全；另外也可进一步提升国

际间资金结算的效率，提升世界普惠金融水平。 

（三）改革全球货币发行机制 

 



货币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交换关系所必

不可少的媒介。原始社会没有货币，通过皮毛、贝壳等稀缺的物质来进行交换，

但交换的媒介始终无法统一，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社会开始以黄金、白银

或铜币等的贵金属作为货币中介。工业社会后，商品价值量越来越大，用黄金等

贵金属作为货币难以承载巨大的交易规模，纸币随之出现。上世纪 80 年代，货

币的电子化越来越发达，电子钱包、信用卡、储记卡、手机支付迅猛发展。时至

今日，以比特币、Libra、央行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开始出现，货币迎来

了数字化时代。 

那么货币发行的基础是什么呢？以前货币依靠金、银等贵金融作为锚定物。

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斯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货币发行的基础变成了与国家主权、

GDP、财政收入相挂钩的国家信用。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通过美元垄断

了全球石油美元结算和大部分国际贸易结算，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全球货币”。 

然而依赖主权信用发放的货币也面临货币超发等问题。1970 年，全球基础

货币总量（央行总资产）不到 1000 亿美元；1980 年，这一数字大约是 3500 亿

美元；1990 年，这一数字大约是 7000 亿美元；2000 年，这一数字大约是 1.5 万

亿美元；2008 年，这一数字变成了 4 万亿美元；（那现在是多少？有报道说，

这一数字变成了 21 万亿美元）。尤其是近 10 年来，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危机，通

过国债投放货币来刺激经济发展，导致政府债务总量从 2007 年的 9 万亿美元上

升到 2019 年的 22 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 GDP。如果美国债务持续攀升，到

期债务和利息消耗完全部的财政收入，美国没有信用再发国债，融资能力将会减

弱，一次新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 

如何改变货币超发的局面？在金本位崩溃之后，世界各国一直没有很好解决

这一问题。虽然有学者提出回归金本位的呼吁，但受限于黄金储量，回归金本位

显然不太现实。在数字时代，有部分企业试图通过发行比特币、Libra 挑战主权

货币。这种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货币脱离了主权信用，发行基础无法保证，

币值无法稳定，难以真正形成社会财富。对主权国家来讲，最好的践行货币国家

发行权的办法是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在全球央行发行数字货币

的过程中，除了要提高便捷性、安全性之外，还要制定一种新的规则，使得数字



货币能够与主权的信用相挂钩，与国家 GDP、财政收入、黄金建立适当的比例

关系，通过某种机制，遏制滥发货币的局面。 

目前我国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DCEP）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

电子货币体系。DCEP 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 DCEP 兑换给银行

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DCEP 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现有

货币的数字化，而是 M0 的替代。它使得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有

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 DCEP 可以实现货币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

的实时采集，为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 

（四）提高产业链运营效率 

5G 时代，除了消费电子产品如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之外，智能家居、

汽车乃至工业制造设备等各类终端都能够智能化并接入到互联网中。数字平台将

进一步进化为万物互联平台，带动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从 to C 型的消费类互联网

发展为 to B 型的产业类互联网。其中，科技金融可以连接数据平台、金融企业、

产业链上下游，帮助各方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运行效率以及降低运行成本。 

科技金融的发展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互联网+金融”，有条件的数字化平

台公司，围绕自身产业链筹建非银金融机构，独立发展金融业务。另一种是“金

融+互联网”，金融企业根据产业链发展需要构建数字化平台。前几年经济有些

脱实向虚，许多工商业企业、非金融企业热衷于跨界运作，申请各类金融牌照；

各种金融机构热衷于集团化、全牌照，以至于金融业杠杆叠加、风险累积、乱象

丛生。目前，金融业正在按中央部署进行去杠杆、防风险、加强新形势下资管业

务、跨界业务的整顿。 

未来，数字化平台下的非银金融机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最合理、最有前途

的模式是数字化平台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形成数字金融体系。各类机构

在其中各尽所能、各展所长。数字化平台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掌握真实的交

易信息，可以与各类金融机构合作，为供应链上成千上万的原材料、加工、分销

企业提供融资、贸易、资产交易等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数字化平台把

控好资金来源、杠杆比率，就能大幅度降低风险，获得合理的利润，还能有效发

挥普惠金融功能。 



综上：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时代，技术革新和数字化经济的全面兴起，让

科技由最初的工具角色转变成驱动金融变革的中坚力量。数字化的五全基因与金

融业不断碰撞融合，不仅改变了个人间、企业间、国家间的清结算方式及主权货

币发行机制，还大幅提升了产业链运营效率，带来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

的进步。展望未来，量化投资和智能投顾、人工智能定价和理赔核算、金融云服

务、区块链存证等新金融业态正不断进化，将引领金融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复旦大学反洗钱研究中心。时间：2019 年 10 月 28 日。网址：

http://www.ccamls.org/newsdetail.php?did=35990。访问时间：2019 年 10 月 30 日 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