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货币挖矿调查报告

6月6日，银保监会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正局级监事陈伟钢在接受采访时，正面回应
了此前金融委会议中表态打击比特币挖矿的信号。

陈伟钢指出，其实早在三年多前就禁止了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交易，目前境
内没有任何一家交易所。
国内的挖矿仍难以完全禁止，这次打击主要针对企业挖矿行为。

就具体的打击手段，陈伟钢表示，
可以通过收入与支出端的财务审计实现管控，如企业挖矿最终一定会体现为营收、
利润增值，如果一部分利润属于挖矿得来，可以不允许企业入账，通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封堵企业的挖矿行为。一些个人购买矿机挖矿，特别是在一些水电较为丰富的
地区挖矿，如何封堵还有待下一步观察。
但砍掉大户后，剩下的小户虽然数量很多，但是总量不大。

陈伟钢的此次表态，可以视作5月21日金融委第五十一次会议中明确提出“打击比
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后，首次来自官方的解
读。

在陈伟钢的解读中，比特币并不算一种投资品，而是“炒作品”。在他看来，国外
的比特币交易更多是机构、财团间的游戏，但在中国以散户投资为主。就像此前的
P2P，其实在英国、美国等国家出现的时间比国内早，但是P2P在中国最顶峰时参
与的人群范围非常广，这次炒作比特币也是同理。

对于国外比特币交易的合规化趋势，陈伟钢更是直言，国外可以存在的东西不意味
着在中国也有存在的合理性。

某种程度上，未来国内比特币矿业已盖棺定论。

当打击比特币挖矿遇上丰水期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虽然监管信号明确，但国内矿工不少仍持谨慎和观望
态度，除内蒙古明确清退的政策下出现矿场的转移或关停，新疆、四川、云南等地
不少矿工并未急着迁移布局。

矿工如此沉得住气，部分原因在于，其实国内对比特币矿业的整治并非首次。早在
2018年初，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办工作领导小组就下发了一份针对比特币的通
知，提出要积极引导辖内企业有序退出“挖矿”业务，综合采取电价、土地、税收
和环保等措施，引导相关企业有序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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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征求意
见稿）》，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在了第三大类“淘汰类”第一项“落后生产工艺
装备” 下的第18条第6款，成为了产业政策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

但此后，政策有所松动，虚拟货币挖矿被移出了淘汰类。历经政策多次收紧，但虚
拟货币挖矿至今仍得以生存，更有甚者，中国掌握了全球比特币70%以上的算力，
是名副其实的挖矿大国。

此次整治亦然，在不少矿工眼中，虽然国家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但挖矿本身
很难被界定为违法行为。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具体实施文件，地方政府除内蒙古
外，其他省市尚未出台明确文件，未来也许会迎来一线转机。

某比特币矿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矿业并非全然浪费产能，目前许多加密
货币挖矿地区，例如新疆、四川、云南等西北和西南地区，不少区域地方债务与弃
电非常严重，比特币挖矿对于贫困地区的财政、就业、居民收入等，都有不小的帮
助，也有助于新能源设施获得收益，进一步扩大规模。

此外，自5月起，四川已陆续进入丰水期。在云贵川等水电资源丰富地区，其丰水
期和枯水期电力供应差别巨大，丰水期一度面临着数百亿度电“投产即遭弃”的困
境，水电消纳一直是四川近年来极力攻克的难题。四川不少地市也在近年陆续建设
了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充分利用废水弃电，在这一政策下，高耗能、善迁移的虚
拟货币挖矿企业与水电消纳的需求相匹配，多家大型矿场通过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入
驻其中。客观来说，这一举措大大缓解了四川省水电消纳的压力，2020年四川全省
水能利用率达到95.4%，完成了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发的“水能利用率达到95%
”目标。

又是一年丰水期，挖矿企业是否会在此时被一刀切。目前四川省尚未给出明确的答
案。

6月2日，四川能源监管办办组织召开调研座谈会，充分了解四川虚拟货币“挖矿”
相关情况。不同于内蒙古给出的明确清退、层层加码的监管举措，四川省的此次座
谈会主要是征集省内电力、能源企业的意见，并未形成任何决议。

据四川省电力系统内部人士透露，四川水电资源丰富，大多水电企业都不是满负荷
运转，既需要考虑民生、电力企业的实际情况，也不能因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而
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如何决策仍待统一部署。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发现，对于以火电为主的内蒙古清理矿业，矿工多有明
确预期，头部矿场也多有准备。大多数矿工关注的是此前释放了政策利好、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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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算力大省的四川，下一步的明确政策。或将决定国内矿业的下一步走向。

矿工候鸟下一步迁徙何方？

对于虚拟货币挖矿行业来说，矿工本就是追逐电费挖地的候鸟，面对迁徙早就习以
为常。

在监管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之前，矿工也经历着一年两季——丰水期与枯水期
的迁移，丰水期在电费便宜的云贵川挖矿，枯水期在火电资源丰富的新疆、内蒙古
等地挖矿。

但随着国内监管日趋收紧，矿企的下一次迁移或许只能是海外。

对不同的矿企来说，大中型挖矿企业尚存海外布局的实力，小企业或许在政策收紧
下只能面临关停。

而对于加速“出海”的中大型矿企来说，美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或许是相对集
中的选择之一。

有业内人士指出，大型矿业公司寻求安全合法的矿业业务，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与上
述地区最大的托管公司进行谈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相对给出的挖矿价格稳定且
公平，并且这些地区的气温较低，可以节省矿机散热成本，非常适合挖矿。

具体而言，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每台矿机的平均托管价格约为0.047-0.049美元（
约0.3-0.31元），包含管理和维护费用，但不包括维修费用。

至于美国等北美地区，一方面是政策稳定，合规化程度高。另一方面，一些矿企如
比特大陆之前在那里就有其他业务，因此将其矿机和产业转移到北美会相对方便。

有币圈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矿业出海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国外电
费表面比国内便宜，但环保成本很高。还要专门把虚拟货币矿机的清理机器拉过去
，甚至是放机器的货架，也要从中国进口，只要不是走私，都会增加成本。目前全
球有七成矿机都在中国生产，物流和关税将是未来矿场出海不可避免的命题。

虽然目前已经有了专门的服务商，帮矿场将机器转移到国外。但对于小矿场来说，
这些繁琐的手续、费用恐怕都是其难以承担的。此外，就海外运营来说，矿机维修
，适应海外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当地的安全治安等很多问题就将挑战着中国矿企
的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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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之前有转移到东南亚的中小矿场们就是罹难者，大部分在当地的矿主都面
临亏损。矿工表示，当地的维修硬件成本及停机损失，是国内的三倍；此外电力的
间歇供应、电网的经常性故障，造成成本上升与效率损耗。同时，矿主还面临着当
地民众与同行的“花式举报”。

所以对大多数国内矿企来说，大家依然期待拥抱监管，期待政策还有缓和的余地。

有矿工指出， 毕竟对中小矿企来说，海外迁移很难实现。矿企只能期待走向合规，
对自有资金买矿机低调挖矿，不集资、不炒作、不搞类金融产品的矿企，以及对用
电、用能、核准备案、环保消防等手续齐全的云计算中心、大数据中心、合规矿场
，是否能在符合能源政策的前提下，继续备案存在。

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尚待行业具体文件落地，但监管对比特币与比特币挖矿的监
管方向与取向已逐步明确，不少头部矿企正在加速海外转移，中国矿企出海潮正在
到来。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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