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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1]。随着科学技术和生

活方式的日益变化，数字货币已成为消费者新的需求，并且是

未来金融产业的主要发展趋势，并具有传统货币的五大职能。

数字人民币最早始于2014 年，2017 年开始研发，2020 年 8 月

商务部出台《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陆

续将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扩大到28个城市[2]，涉及生活学习的

方方面面。经过6 年多的发展，数字人民币发展态势良好，处

于快车道，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2  数字人民币的本质及特点

2.1数字人民币的本质

数字货币是以数字化的形态存在的货币，主要用于真实商品

和服务交易。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

是货币的电子形式，并统一发行管理，与人民币纸币拥有同样面

值，支付方式简便不需要绑定银行卡，仅安装数字钱包即可，大

大提高了货币流通的效率与节约交易成本，使交易更加便捷，安

全性高，降低消费风险,减少假币违法犯罪行为。

2.2数字人民币的特点

数字人民币是我国法定的数字货币，具有法定性、数字性、

中心化、支持离线支付、多终端选择、非盈利性和安全性高等特

点，其中，法定性和数字性是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的核心特

性，具体来说，数字人民币具有国家法定地位，是纸质人民币的

替代形式，可以同比例兑换，“提现”无手续费且能实时到账，采

用“中国人民银行- 商业银行”的二元运行模式[3]，基于中心

化技术，保证数字货币同现有金融管理体系相对接，通过利用支

付钱包APP进行支付，不依赖网络进行点对点交易，顺应主要经

济体现有的货币体系。

3  数字人民币发展的必要性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较快，越来越多国家使用兑换

人民币，但国际化程度不高，特别是在价值储存和世界货币职能

发展较慢，并且随着比特币的崛起，对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我

国金融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对经济发展带来威胁。因此，推

行数字人民币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从国际看，加快实现

人民币国际化，增强金融竞争力；从国内看，可以降低流通成本，

让支付过程更加安全。

4  数字人民币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即商品按照社会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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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交换的规律[4]。数字人民币属于货

币契约属性，是货币的电子形式，因此实行等价交换，具有

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世界货币五大

职能，采用电子技术和通信手段在信用市场进行流通，以法定

货币单位反映商品价值的信用货币，将个人银行活期存款——

M2 转入为数字货币。从属性上看，数字人民币并不会扭转流

通中货币的债务债权关系，中国人民银行是负债人，主要承担

对指定的商业银行批发数字人民币并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商

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承担面向消费者提供数字人民币兑换服务[5]，

通俗来讲，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将数字人民币兑换给商业银行，

再由商业银行兑换给消费者的过程，最终实现支付功能。

5  面临的挑战

5.1数字人民币制度仍不健全

我国尚未出台数字人民币在发行、使用、流通和监管相关

法律法规和指导性文件，银行间优势不能互补，没有合理调整

利用现有有效资源，难以发挥整体优势，数字人民币制度亟待

建立健全。

5.2高技能人才极为短缺

当前我国计算机技术发展不平衡，国内人才引进的政策不完

善，人才研究的相关体系还不健全，银行技术团队整体素质不

高，管理者经营意识不强、思想僵化，自主创新、开拓市场能力

不足，普遍缺乏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

5.3技术的安全性存在风险

数字人民币主要利用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这些技术尚

处于发展阶段不够成熟，还不能完成对货币数据的实时采集和监

控，并且当用户的密钥泄露时，会导致个人财产的流失。

5.4数字人民币监管仍存隐患

数字人民币是货币的电子形式，具有数字化特征。一方面

我国尚未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未明确使用边界、

网络供应商和运营商；另一方面人员素质和技术尚不能满足履

行职责的监管需要，使用者不能清晰了解使用范围，而且无法

鉴别真假。

6  对策建议

6.1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加快货币制度改革步伐，需要赋予数字人民币与现金的同等

效力，并实行等价交换，进一步研究制定推进数字人民币的政策

和措施，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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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的科技创新与示范引领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金融监

管体系，明确监管部门责任，优化银行组织结构，创新组织

形式，完善考核体系，建立多部门共同执法的联席机制，强

化综合监管，提高监管质量，不断规范和净化货币市场秩序。

6.2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政策支持，加快推进人才培养工程，大力推动产学研深

度融合，走校企结合、研企结合的道路，培养一批行业领军人才、

党政人才、企业管理人才，满足行业发展需求，鼓励设立特聘专

家岗位，聘请各类专家担任咨询顾问，解决人才瓶颈问题。

6.3推广应用新兴技术

加快推动实施“互联网＋银行”，提高我国核心技术创新能

力，将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其中，逐步实现管理数字化、交

易自动化、智能化。加强新技术、新装备的推广运用，全面提升

管理水平，持续扩大应用场景和覆盖面，提升国际话语权，捍卫

货币主权，增强国际竞争力。

6.4加快推动数字人民币国际化

增强与“一带一路”和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鼓励企

业利用自贸区（港）等平台加快数字人民币的使用，用于支付

货款、清偿债务、缴纳赋税和租金等，加快实施数字人民币跨

境支付义务，推动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早日实现人民币世界

货币的职能。

7  结论

货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不断加强新技

术、新装备的应用，来提升数字人民币的安全性。目前，世

界主要经济体都在发展数字货币，我国数字货币正处于推广阶

段，技术还需要持续提升、长期改进完善后实现普及。随着我国

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需要扩大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不断提升

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快改变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金融地位。

参考文献：

[1]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商务部关于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

案的通知[Z].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0-8-12.

[3]范一飞.关于数字人民币M0定位的政策含义分析[N].金

融时报,2020-9-14.

[4]陶征.再论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决定

[A].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4.

[5]李连稳.基层人民银行流通人民币管理工作的思考[A].

黑龙江金融[J].2012.

作者简介：

朱文斌（1990.05 —）男，青海省粮食局工作，江苏省扬州市，

香港理工大学理学硕士，马克思理论。


	财经8期正文_100.pdf
	财经8期正文_10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