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货币能不能代替纸币

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不仅改变了现有的金融业态，还将在货币领域掀起颠覆性
的改革。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应用技术的成熟，甚至有人提到了数
字货币取代纸币的可能性。

2018年3月28日，人民银行召开2018年全国货币金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
出，“稳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4月3日，央行公布的一篇工作论文中也提到
，“央行数字货币有利于负利率政策的实施。”

央行数字货币与非法定数字货币有何不同？未来的钱又会是怎样的呢？数字货币会
否取代纸币？近年来，随着区块链的火爆，令市场对央行数字货币多了一份遐想。

新京报记者 宓迪

新京报编辑 陈莉

央行数字货币与比特币等有何不同？

“在概念上来讲，大家头脑当中的数字货币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央行用的研发的名
字叫”DC/EP“，DC，digital 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
payment，是电子支付。” 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两会发布会上表示。

他明确指出，研究数字货币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
本，同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

“这几项东西既可以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或者是分布式记账技术、DLT为基础的这
种数字货币，也可以是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技术。”周小川当时表
示。

记者留意到，此前有关部门人士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不等于央
行数字货币的看法，如2016年周小川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央行数字货币“
一开始就与比特币的设计思想有区别”。

而据媒体报道，在去年10月国际电联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工作会议上，央行
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发表演讲指出，比特币的价值来源目前来看以投机因素居
多，无价值锚定。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协创中心研究员李虹含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法定数字
货币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有价值锚定，具有非法定数字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
此外，法定数字货币有信用创造功能，从而对经济有实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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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变支付模式？

姚前曾在《数字金融12讲》一书中解读，数字货币本身就是货币，传递的是价值本
身，这意味着其流转可以把后台清算、结算的很多环节都省掉。

此外，他在去年的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年会上还提到，法定数字货币可以充分利
用先进数字技术，加大金融服务对农村、偏远地区、弱势群体的覆盖，为这些受限
人群提供一系列合宜的、负责任的金融服务，包括支付、转账、储蓄、信贷、保险
、证券、金融规划和账户报表等。

李虹含认为，在微观层面上，法定数字货币可通过实现点对点交易，加快资金周转
速度，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在宏观层面上，法定数字货币对于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
应量和基础货币的测算将更为精准，所以其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是有利的。

500金研究院院长肖磊向新京报记者分析指出，对于消费者来说，数字货币是一个
新的支付中介的改变，原来大家都用纸币支付，同时会用刷卡或银行转账，后来有
了移动支付、微信和支付宝等，实际上改变了大家的消费支付习惯。数字货币有一
套完整的支付模式，会对承载终端和具体的形式都带来新的变化，比如每个人的手
机里，可能需要装一个线上钱包，如果是大额支付，可能需要配备一个硬件钱包，
用来保管数字货币和线下大宗交易支付。

对老百姓有何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有专家指出，电子支付方式必须通过第三方支
付机构及银行账户体系，而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有可能使中间环节减少，从而带
来风险和费用的下降。

此外，央行数字货币对纸币的影响也是关注的焦点之一。“应该说，数字货币的发
展具有技术发展上的必然性，未来来讲可能传统的纸币、硬币这种形式的东西会逐
渐缩小，甚至可能有一天就不存在了，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周小川此前在20
18年两会记者会上直言。

肖磊向新京报记者分析，对于区块链行业来说，央行的数字货币，可能给诸多的区
块链资产进行定价交易，一部分对虚拟货币的需求，就会转移到对央行数字货币的
需求，区块链行业会更理性的发展技术，而不是一味的追逐炒作虚拟币价。

在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薛洪言眼里，可以预见，央行数字货币
的探索与发行，是个渐进的过程，短期内不会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大的影响
。中长期来看，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引入，会改变货币传导的中介和机制，根本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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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支付的模式，对于支付行业而言，会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要求支付机构与时俱进
，同步探索新技术、新模式下，如何转型来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薛洪言认为，央行数字货币短期内推出的可能性不大。就中国市场而言，支付的电
子化已经走在了前列，由此引发的一些潜在问题仍在消化和规制中，需要一定的时
间，并无必要在短期内再次推出具有重要影响的新模式、新机制。

还有多少路要走？

国际清算银行在今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央行数字货币在某些情境下可能作为
现金的替代品，中央银行在引进央行数字货币的过程中，不得不确保其满足涵盖洗
钱、税收制度等方面的要求，而一个匿名性的央行数字货币系统则会带来更进一步
的要求和挑战。

“在整个过程中，要注意整体的金融稳定、防范风险，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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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技术方
案有可能冒的风险太大，结果出问题的时候使消费者受损失。特别是对大国经济来
讲，我们一定要避免那种实质性、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要慎重一些。在这个过程
中要经过充分的测试、局部的测试，可靠了以后，再进行推广。”
周小川此前指出。

此前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姚前曾表示，安全性是央行法定数字货币设计的
重点。如就数字货币本身的设计而言，将充分运用密码学理论和技术进行保护，安
全性强；而在数字货币的支付交易方面，将建立涵盖底层硬件安全、终端应用安全
、通信安全、场景安全和平台安全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支付安全可信保障
体系，此外安全性还体现在用户隐私保护、数字交易监管这些方面。

事实上，目前热炒的区块链技术背后的风险近来已越来越得到关注。在此前由中国
支付清算协会举办的“区块链发展应用业务研讨会”上，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
峰就指出，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中，需探索解决包括隐私保护、升级修复机制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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