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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数字人民币试点取得六大实质性成果 

中国人民银行自 2014 年开始对数字货币的研究工作。2019 年末，数

字人民币开始试点，至今已有三年多时间。虽然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报告，

国际上有几十家中央银行在研究数字货币，但大多数是观望性质的研究，

并不是明确为实施而做的研究，真正进入技术开发层面的，更是少之又少。

目前对数字货币进行实质性研究并大规模试点，且对国际数字货币发展产

生实质影响的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可谓一骑绝尘。 

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试点，不仅时间早，而且规模庞大，还取得了许多

实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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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了独特的双层运营体系； 

二、技术开放，鼓励运营机构技术创新。技术上的“赛马”机制，不

仅能鼓励创新，同时也可以避免技术路径选择的失误； 

三、试点地域广； 

四、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丰富，不仅有一般的个人线上支付场景，还

尽可能全面地覆盖了纸币支付场景，包括离线支付，更进一步拓宽至对公

支付领域； 

五、由单纯支付功能，拓展至财务管理和支付合约管理功能。如企业

母子钱包及母子钱包间的资金归集管理等，将智能合约运用于预付款管理

等； 

六、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联合香港金管局及其他货币当局合

作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开启了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试点。这项

试点，创新了国际结算和外汇交易模式，实现了跨境银行间点对点支付结

算和外汇交易，不仅可以提高结算和交易效率、降低结算和交易成本，更

有可能开辟一条去美元化和去 SWIFT 化的现实路径。 

以上这些成绩，不仅对数字人民币正式发行具有重要意义，更对未来

全球货币制度改革具有引领作用。 

数字人民币在显性的个人支付领域的试点应该说已经处于成熟阶段，

除了对个别试点中的不足进行改进外，开拓新的支付场景，可以留待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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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后继续探索。接下来需要做的是更加复杂和关键的工作，主要包括：

探索数字经济条件下能被广泛接受的数字人民币应用方式、制定数字人民

币发行和运行管理制度、制度的运行试点等工作。 

二、适应数字经济特点，探索平台化应用方式，提高人民群众对数字

人民币的接受度 

到目前为止的数字人民币试点，基本上都是基于实现支付目的的试点。

也就是说，在任何交易场景、任何交易方式下，像现钞支付一样，可以实

现数字人民币的支付。这样的试点，从法偿货币的角度来看实现了目的，

但数字人民币只是人民币的一个表现形态，不是人民币的全部，在不同环

境或场景下，货币持有人会基于效率、成本及习俗在现钞、数字人民币、

银行转账、信用卡、支票、汇票、第三方支付等方式中选择一种支付方式。

现在试点成功的支付场景，在今后实际应用中会出现分化，有些有可能会

逐渐失去市场。因此，新场景的开发，可以等到数字人民币正式发行后，

在实践中发现需求，满足需求。 

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多地习惯于平台化生存，在这种生存方

式下，支付方式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支付动作。消费者希望支付本身能

成为一个平台，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支付方便

不一定能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举例来说，以单纯的支付效率、效益和方便性来讲，目前银联卡云闪

付要比第三方支付好。用云闪付，不需要打开 APP，手机在 POS 机前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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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即可实现支付，比第三方支付更方便、快捷；云闪付绑定的是信用卡或

借记卡，信用卡可以免息透支，借记卡有存款利息，效益上也比第三方支

付更好。但为什么消费者还是习惯用第三方支付？因为第三方支付的 APP

本身是一个平台，进入这个平台可以实现许多不同的需求。数字人民币（无

论是数字钱包还是 APP）存在这样的问题。 

实际了解中发现，许多使用过数字人民币的年轻人都觉得数字人民币

很方便、很新奇，但他们并不关注数字人民币是 M0 还是 M1，而是关心

数字人民币可以干什么，数字人民币的 APP 或数字钱包有哪些功能。对于

数字化生存的现代人来说，在表层应用中，数字人民币和第三方支付一样，

都是一个 APP，使用哪个主要看哪个 APP 更适合自己。如果从数字经济发

展的趋势看，在个人支付领域，这样的支付需求模式可能是未来的主流。

如果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的开发还只是基于单纯的现钞支付理念，而不能

满足这样的平台化支付需求，有可能导致使用需求的不足。 

所以，接下来需要针对平台化需求趋势，进一步探索数字人民币的应

用模式。不过这样的探索可能比前期各种支付场景的探索更难。 

一是数字钱包成为平台。数字钱包作为个人拥有物，基本没有可能成

为一个平台。这不仅需要在技术上让客户可以将各类应用按自己的需求下

载到自己的数字钱包中，还需要各类应用愿意被接入，就像各类 APP 应用

之于手机。如果各运营机构能开发出这样的钱包，则数字人民币将大受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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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数字人民币 APP 成为平台。这在技术上是可能实现的，但与央行

的角色相冲突，央行自身恐怕也没有能力管理和运营这样的平台。另一种

办法是和上述数字钱包一样，给客户选择权，客户可以在数字人民币 APP

上自主建立平台。 

三是由运营机构搭建平台。这种方案比较复杂，一个问题是在数字钱

包和数字人民币 APP 之外专做一个支付平台，还是在各自发行的数字钱包

上运营平台？在这其中还需要解决竞争公平的问题。 

四是由法律确定支付平台必须自动接入数字人民币支付选项。这应该

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如何让客户广泛接受，需要央行、运营机构和商业银

行推出高超的宣传推广方式。 

三、制定数字人民币发行和运行管理制度，并对制度进行试点运行 

货币，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看到的货币形态，比如金银铜铁或纸币、电

子货币，也包括制作、发行、流通、管理、货币政策等一整套制度体系。

货币在支付流通中是否便捷、具备稳定的信任价值，虽然与制作货币的材

质有关，但历史上失败的货币，一般都不是货币材质引起的，而是整套货

币体系的制度安排不当造成的。数字人民币是人民币的一种表现形态，其

信用基础是人民币，不需要另外建立信用基础，但最终成功与否，还是决

定于整体的制度安排。由于数字人民币在技术上的特殊性，除了一般遵循

人民币发行、管理制度外，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特别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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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确数字人民币的制作人、制作流程、发行前的管理流程。 

第二，明确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人和发行流程。 

第三，明确营运机构的职能定位及盈利机制。营运机构是数字人民币

发行中的一个特殊安排。数字人民币设计的是双层发行架构，央行是第一

层，商业银行是第二层。营运机构在这双层之间起到的是什么作用？这其

中需要厘清以下几个关系：1、央行发行数字人民币是直接发行给各商业银

行还是由各营运机构代理央行发行至各商业银行；2、数字人民币是由商业

银行向社会发行，还是由营运机构向社会发行；3、营运机构业务、财务、

数据与其母行的关系；4、营运机构提供数字人民币日常营运服务，盈利机

制如何安排。这关系到营运机构母行与其他商业银行的公平竞争。 

第四，明确数字钱包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数字钱包是营运机构直接向

客户发放还是由商业银行向自己的客户发放？客户的数字钱包内所存放的

数字人民币是否受营运机构控制或管理？ 

第五，明确智能合约功能的管理机制。智能合约如何产生，谁有权设

置和解除智能合约，是否有智能合约制定与执行的监督机制等。技术上，

智能合约是锁定数字人民币还是锁定数字钱包，或者锁定银行账户更恰当？

理论上，如果锁定数字人民币，则被锁定的货币在锁定期间就不再是一般

等价物了，这是否有悖法定货币的根本原则？ 

第六，明确与数字人民币有关的会计科目、记账规则和核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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