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明：数字人民币的发展空
间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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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张明、王喆 

央行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货币竞争的前沿与焦点。在私人数

字货币、全球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驱动下，2020 年以来全球央行数字货币

研发进入加速期。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最新调查，在 2021 年全球 81 家央行

中，约有 90%的央行已经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走

在世界前列，是最早开始研发并试点使用的国家之一。自 2019 年末以来，

我国已经进入数字人民币（e-CNY）的试点使用阶段。 

 

一、数字人民币的好处何在 

数字人民币的设计充分结合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具有以下突出特

点。 

第一，作为数字形态的法定货币，具有法偿性与安全性。一方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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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人民币是中国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以国家信用作为背书，具有其他第

三方支付工具所不具备的法偿性优势。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与流通以《中国

人民银行法》为法律依据，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明确了“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另一方面，央行采用了数字

签名、数字证书、加密存储等多重先进技术来避免重复使用、伪造篡改等

问题。通过可控匿名技术，在保护用户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同时，也在必要

时能够对大额违法交易进行依法监管，从而保障了数字人民币的安全性。 

第二，以零售支付为重点，具有便捷性与普惠性。数字人民币是面向

公众的零售型数字货币，重点用于满足国内的零售支付需求，致力于提高

支付的便捷性和普惠性。其一，目前数字人民币的支付与提现无需手续费，

降低了使用成本。其二，支付即结算的特点有利于提高商家资金周转效率。

其三，“双离线支付”的探索，有助于降低对通信网络的依赖。其四，多

种类型的数字钱包可以满足用户的差异化支付需求。其五，以广义账户为

基础、与银行账户之间的松耦合设计，使得用户无需通过银行卡、第三方

支付等账户也能实现支付，有利于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第三，定位于 M0 并采用双层运营体系，符合当前现实情况，对金融

体系的影响可控。数字人民币定位于 M0，并且不计利息；与实物人民币

并行发行、长期共存。这适应于现金使用率下降、但数字鸿沟依然存在的

现实情况。数字人民币采用双层运营体系。由央行进行发行、注销等中心

化管理，并通过指定运营机构向公众兑换数字人民币。因此，数字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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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吸纳存款以及信用创造等环节，不改变银行与公众的现有债权债务

关系，将央行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的可能负面影响降至可控范围，能够有

效避免金融脱媒、银行挤兑等冲击金融体系稳定的问题。 

第四，能够加载智能合约，具有可编程性与可扩展性。数字人民币并

不直接携带智能合约，但可以加载不影响货币功能的智能合约，从而具有

可编程性。数字人民币具有条件支付和担保支付功能，可以在安全合规的

前提下，根据交易双方商定的条件、规则进行自动支付交易。这一特性增

强了数字人民币的可拓展性，在未来存在巨大应用潜力，为应用场景拓展

和业务模式创新提供了可能。 

二、推行数字人民币要解决哪些基本问题 

数字人民币的全面推行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从现实来看，数字人民

币的正式启用仍面临以下挑战。 

第一，数字人民币仍需进行准确定位以及厘清与其他支付手段的关系。

数字人民币能否获得广泛使用，不能仅靠政策推动，更是真实需求驱动的、

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需要找准自身定位，从而突出独特优势、提高

吸引力。因此，应当明确并处理好数字人民币与现有支付工具之间的关系。

数字人民币定位于 M0，只承载基本支付功能，应充分发挥便捷、安全、

低成本等优势。数字人民币并不会取代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

而是能够促进不同支付工具间的互联互通。现有支付工具可以作为数字人

民币的载体，并承担数字人民币的优化体验工作。未来不同的支付工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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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在不同情景划分和衔接各自的角色。 

第二，数字人民币的推广离不开与之配套的数字化软硬件、技术和人

才支持。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和推广有赖于充足的配套软硬件支撑，如手机

终端、IC 卡、可穿戴设备等硬件以及金融机构和商户的应用程序、操作系

统和数据库等软件。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指出，受理终端的建

设是推出数字人民币的主要挑战之一。此外，数字人民币的多场景应用及

智能合约加载，则需要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支持，而数字

人民币的运营和管理也需要相关专业人才提供服务。换言之，数字人民币

的广泛应用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以及金融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第三，数字人民币的长远发展需要完善的机制设计与制度安排作为支

撑。货币的发行流通关乎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数字人民币必须在保障

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推行。尽管目前数字人民币已经初步建成多层次

安全防护体系，但仍需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有关机制设计，以弥补可能存在

的技术漏洞，防范潜在的黑客攻击、数据泄露、伪造欺诈、业务中断等风

险。立足于数字人民币的长远发展，我国还需要建立完善数字人民币的体

系化制度安排，建立健全专门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体系，加强对数字人

民币全生命周期的监管和风险防控。 

三、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前景 

从短期来看，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应立足于国内市场，不断完善零售支

付功能。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与推出面临创新性与现实性的权衡。数字人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