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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Cryptocurrency)在很多宣传中被定位为“货币”或者“金融投资产
品”，但不论每个人如何认知，可以肯定的是，在金融范畴内，“虚拟货币”并非
“货币”。虽然在中国没有专门针对“虚拟货币”的立法，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
七部委于2017年9月4日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以下简称“9
4公告”)，所谓的“‘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
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同等的法律地位，也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另外，根据《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银发[2013]289号)(以下简称“289号
文”)的规定，从性质上看，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
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因此，根据94公告、289号
文等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政策，“虚拟货币”属于没有经过合法注册的涉金融和投资
属性的事物，“虚拟货币”在金融领域是被禁止与法定货币兑换、买卖或作为中央
对手买卖，或进行发行融资交易的。

但因为“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和可离线交易的特点，从技术和监管角度又难以做
到让其在国内完全消失。因此，近年来国内持有和交易“虚拟货币”的人群仍然广
泛存在。虽然这仍是一个小众市场，但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参与“虚拟货币
”的人群越来越多，可能对中国金融监管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94公告、289号文对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持有和交易“虚拟货币
”进行分析。因为“虚拟货币”存在形式和所用技术的特殊性，本文将从多个场景
入手开展尽量全面的分析和讨论。

本文所称的“虚拟货币”不包括各国已发行或将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同时本文也
不涉及中国境内主体使用“虚拟货币”作为购买、投资或经营传统业务的支付或收
款手段的情况。

一、“虚拟货币”的取得

1. 当事人为自然人，在中国境内，在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通过挖矿、空投
或接受赠与等方式取得“虚拟货币”，94公告、289号文并未予以明确禁止，但金
融监管层面是不支持上述活动的；

2. 当事人为自然人，在中国境内，通过支付法定货币，从某组织或个人处取得的“
虚拟货币”，94公告、289号文并未予以明确禁止，但该出售虚拟货币的组织或个
人可能从事因发售、提供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间兑换等业务而涉嫌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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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事人为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外，通过合法出境的资金从任何其他方购买“虚拟
货币”，94公告、289号文并未予以明确禁止；

4. 当事人本身持有合法取得的某种“虚拟货币”，通过以币币交易的形式，取得另
外一种“虚拟货币”，在不涉及洗钱的情况下，94公告、289号文并未予以明确禁
止。

二、“虚拟货币”的卖出和提现

1. 持有人将持有的“虚拟货币”免费赠与其他人，94公告、289号文并未予以明确
禁止，且289号文界定比特币具有虚拟商品的属性，从法理角度理解，作为虚拟商
品的赠与行为应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但受赠方需就免费取得的资产向中国税务机
关申报个人所得税，如未进行纳税申报，则涉嫌偷税漏税行为；

2. 持有人以支付人民币的方式在境内买入“虚拟货币”，再通过任何形式卖出提现
为外币，或者持有人以支付外币的方式在境外买入“虚拟货币”，再通过任何形式
卖出提现为人民币，在上述情况下，无论买入与卖出之间经过多少次币币交易转换
，其本质上违反了中国外汇管制相关规定并涉嫌洗钱犯罪；

3. 持有人为中国公民，将持有的“虚拟货币”卖出提现后，不论地区和币种，只要
有盈利，均需向中国税务机关申报个人所得税，如未进行纳税申报，则涉嫌偷税漏
税行为；

4. 持有人将合法取得的“虚拟货币”，在不涉及洗钱和偷税漏税的情况下，以个人
对个人的交易方式转让给其他人，94公告、289号文并未予以明确禁止，但不被政
策鼓励；

5. 持有人为中国公民，在知情的情况下，将其持有的“虚拟货币”卖出给他人，变
相协助他人将资金非法出入境，则同样涉嫌洗钱犯罪，如果他人资金本身为非法所
得，则可能涉及更多项犯罪。

三、“虚拟货币”的交易服务

1. 任何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境内提供“虚拟货币”信息，包括提供个人间交易的撮合
信息，涉及94公告规定的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的，被
予以禁止；

2. 任何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提供“虚拟货币”交易服务，并在中国境内建
立人民币通道和资金池，收取交易手续费等行为，被法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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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何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境内发行“虚拟货币”，并集资人民币，被法律禁止，并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

4. 任何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境内发行“虚拟货币”或提供相应交易服务，形成组织体
系，通过个人之间交易的形式开展业务的，被法律禁止，并涉嫌非法经营罪、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如果组织体系内设置有不同层级以及提成机制，还可
能涉嫌传销罪；

5. 任何组织或个人利用“虚拟货币”的交易特点，主观提供绕过中国外汇管制的资
金出入境服务的，形同地下钱庄服务，涉嫌洗钱罪。

总体来说，如果个人在境内希望购买和持有“虚拟货币”，可以有比较合法的方式
实现，但在卖出环节，触犯法律的可能性就很高。任何在中国有组织并涉及到资金
池的“虚拟货币”发行和交易服务基本上都违反了中国现行法律法规。

在多个地方法院的裁判文书中，认定“虚拟货币”为资产并给予保护。挖矿获取“
虚拟货币”也并未违反94公告、289号文的禁止性规定，但需要有变现的渠道。以
个人的方式从挖矿企业那里收购“虚拟货币”不违反上述94公告、289号文的禁止
性规定，但收购后，再次销售则可能触发反洗钱和反非法集资的金融监管，导致账
户被封等法律责任。

“虚拟货币”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区块链技术普及上具有非常正面的意义，并且
“虚拟货币”的发展，也加速了各国货币管理部门积极研究和推动法定数字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会极大地促进资金流通效率，将会对商业世界产生巨大
的正面影响。而这一切，也得益于“虚拟货币”行业的创新和尝试。法定数字货币
和“虚拟货币”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是否合法关联线下资产。目前“虚拟货币”仍然
是以金融游戏或模拟盘的方式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劳动和生产没有任何关联，要突
破这个局限，就需要各国针对数字资产进行详细立法，通过法律将线下资产关联到
Token上，类似目前股票交易所的信息化系统内的一串码就代表了股权的合法持有
一样。

不论“虚拟货币”对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具有多么大的积极影响，在实际操作层面，
持有和交易“虚拟货币”都必须严格遵守所在国家法律法规。公众应对中国有关“
虚拟货币”的相关法律法规有一定的认识，以便在接触到“虚拟货币”时，能够严
格守法合规。“虚拟货币”受众范围非常小，专业性也很强，建议普通大众在没有
相关知识的情况下，不要轻易涉足，避免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触犯法律。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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