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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特币的产生和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央行控制

的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有效运行了三十多年。但在 2008 年

金融危机爆发，让不少人对这种制度产生怀疑，比特币便在

此条件下应运而生。2008 年，“比特币”这一概念被一名为

中本聪的美国籍日裔提出，在 2009 年，这位神秘的计算机高

手在某个基金会网站上宣称自己开发出来了电子现金系统，

并挖出了 50 枚比特币，特币由此宣告问世。 

比特币作为一种网络虚拟货币，实际上是一系列复杂而

又数量庞大的算法所解出的特解，人们将这一寻找特解的过

程以一种通俗易懂的名称代替，也就是“挖矿”。作为首个

经全世界认可的电子货币，比特币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各国银

行和政府巨大的争议，不同国家对它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主

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认可比特币的法律和税收地

位，例如芬兰、萨尔瓦多等。第二种是不承认比特币的合法

地位并且不允许比特币的流通，如泰国、俄罗斯等。第三种

是允许交易但是不承认比特币的货币地位，我国便持这样的

态度。虽然在 2013 年， “比特币中国”成为全世界规模最

大的比特币交易网站，但是我国明确发布通知指出比特币并

不具有货币地位，民众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虚拟产品自由购买，

在交易中产生的风险需要自己承担，其它国家如英国、丹麦

也与我国持有类似观点。第四种是对待比特币没有明确的态

度，仍持观望态度，如美国、日本等。

从以上的四种态度类型来看，对比特币的货币地位持否

定态度的国家居多，虽然如此，比特币是否具有货币性质，

能否取代传统货币仍是一个具有争议性和影响力的话题。从

2008 年发展至今，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电子货币的兴起现象已

经蔓延至全世界，因此，比特币在未来是否可以代替传统货币，

或是具有货币的合法性成为真正的货币，在这里有必要进行

进一步探讨。

二、比特币的特点

比特币作为世界首个真正意义上诞生的数字货币，主要

具有以下特点：

（一）网络虚拟性 

比特币在现实中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一种只存在于网络

的虚拟货币，大量的算法产生。 比特币的运行以区块链技术

为依托，比特币与区块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区块链，

是指一种新型的数据库软件，集成了分布式网络、加密技术、

智能合约等技术。它具有数据透明的优点，并且不易更改和

跟踪。作为基本的比特币技术，区块链为每笔交易提供了顺

畅的进展。因此，区块链技术可以说是比特币的催化剂产品。

目前，区块链技术不仅应用于比特币等电子货币，还广泛应

用于不同领域。然而，比特币仍然是最先进和最成功的区块

链技术应用。

（二）去中心化 

传统货币的发行背后有政府信用背书，因此这些货币我

们可以称作：" 中心化货币”。与传统货币相比，比特币最

大的特点是没有发行中心。其生产和流通过程开放的，没有

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可以独占比特币的生产权，包括发行和

管理也并非个体所能控制，而是每一个使用比特币的人都会

参与其中。只要每个人有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然后再通过

运行一个自由的开放源代码的软件就可以进行参与，所有的

参与者中并没有控制比特币系统运行的中心的存在，而是每

一个人都有平等权力与机会的的系统在运行。这样的去中心

化的特点，使它难以被取消或关闭。因此就算比特币交易在

某国是非法的，它也难以在该国家彻底消失。

（三）交易安全性 

在使用比特币时，交易信息不会在任何机构留存痕迹，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对你的个人账户进行跟踪，这与其采用的

区块链的技术密切相关。在区块链技术支持下的匿名交易在

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使用者的个人隐私，因为其他使用者和非

使用者都没有办法通过比特币网站的地址或者其他字母数字

信息来识别使用者的真实身份。虽然有信息丢失的风险，但

总体来说还是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交易的安全性。除了在隐私

上的保护，在技术方面也有了安全性的提升。由于采用了对

等网络技术和复杂的密码保护，因此在转移比特币时不需要

对身份进行认证。在交易完成后，已经被加密过的比特币会

自动经由买方转至卖方，以确保比特币不被外界环境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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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的使用权限有严格的限制，权限之外的人都不能使用，

原拥有者在第一次且唯一一次使用它后，就不再拥有该份额

的比特币。

（四）交易的全球化 

随着当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具有在全世界流通功能的

电子货币交易需求与日俱增，而比特币的出现则恰好满足了这

一需求，如果使用比特币进行国际贸易往来，那么就可以不用

考虑各国汇率的问题。比特币的管理工作可以在任何一台可以

连有互联网的电脑上随时随地的进行，每个人也都可以不受时

空拘束的开展比特币业务，因此，比特币可以在全世界进行流

通，也是一个很好的超越国家主权的交易货币媒介。 

（五）低交易费用

比特币的汇出可以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果支付少量的交易

费用还可以保证交易进行的更加迅速。在买方向卖方支付时，

只要知道对方的比特币地址交易就可以进行，因此没有冗杂的

程序和额度限制，简化了交易步骤。同时，在使用比特币支付

时它可以实现免交税款的优惠，这些都大大降低了比特币的交

易成本，也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到比特币的生产和支付中。

三、比特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虽然目前比特币被发现具有某些货币职能，但是比特币

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本文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原因：

（一）缺乏货币所具有的流通手段职能和国家信用支持

第一，比特币与具有自然属性的贵金属不同，它作为一种

虚拟货币，并没有价值基础，在这里可以通过对价值及其相关

概念的区分来进行解释。如果一个商品有使用价值，那么它需

要具有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而所谓商品的价值，则是指

商品生产过程中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价值

的表现形式，主要表现为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物品等量交换。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商业化的不断发展，可以买卖的商品范围

不断扩大，甚至不具有价值的的东西也可以交换而产生交换价

值。这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东西如果具有交换价值，其外延不

能扩展至具有价值。从这个视角进行分析，就可以明显的看出

比特币与以黄金为代表的货币有关键性的区别。第二，比特币

很容易被其它物品进行替代，所以难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

在金本位制的年代，黄金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它作为货币的可能

性；然而在信用货币时代，一国本位币的独特性取决于国家的

法律制定。从技术方面考虑，一切虚拟货币的产出、流通、管

理都没有特殊性，任何其他经由算法开发出的电子货币可能取

代比特币，比如莱特币、以太币等，可见，比特币价值不稳定

难以固定地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同时，比特币缺乏国家信用

支持，能否成为物品交换的媒介，或者是否具有价值，则全部

由人们的信赖程度所决定。现代信用货币代表公共信用，因此

世界各国中央银行都承担着重要责任，它们需要通过调整货币

供给来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比如，在通货紧缩经济萧条时增

加货币供给来刺激需求，在通货膨胀时减少货币供给抑制需求。

假如比特币在某国具有货币地位并成为本位币，那么该国的经

济和货币将处于不可控的危险中，经济也会受到不利影响。尽

管比特币是经先进的技术创造出的具有一定的安全保证，然而

一旦有人攻破了比特币的密码，比特币成为一种廉价商品，造

成很大的损失。因此，相比于将比特币确定为与货币具有同等

地位，更有可能的是某国的银行和政府将其看作一种虚拟商品，

关注其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如果比特币对本国经济造成负面影

响，那么在该国比特币的流通就会被彻底禁止。所以，比特币

的命运，取决于它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和各国政府的态度。

（二）数量有限，难以适应经济发展需求 

比特币的产生与创造完全源自于计算机科学技而非遵循

经济学原理，因此比特币可能会越来越稀缺。虽然数量的有

限性是很多人认为它可以与黄金相比较，但有限性并不是货

币必须具备的条件，否则在现在黄金也完全可以当作货币使

用。并且由于其数量有限，所以要想紧跟经济发展的需要是

相当困难的。首先，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

大，比特币作为本位币其自身的有限性必然导致通货紧缩从

而导致经济发展受到抑制。根据经济学原理，货币供给必须

为适应经济发展而随时做出调整。在如今的信用货币体系下，

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可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然

而比特币的供给由算法产生，不能与市场需求相适应，虽然

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的问题，但相对稀缺的总量必然会因为无

法适应市场流通和生产力需求而导致经济走向萧条，这也是

黄金作为货币淡出历史的根本缘由。

其次，数量的有限性使其更容易成为投资的商品而不是

交换媒介。正因为其特殊的稀缺性，人们会意识到收藏比特

币可能会有升值的可能，所以流通的比特币就会越来越少最

终失去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而成为投机对象。现在虽然在某

一些国家表示可以用比特币进行商品购买，但实际上用比特

币进行购买的买家非常少，而卖家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借比

特币营造噱头来达到做广告的目的或者是依靠比特币的升值

来赚差价，这些导致比特币在发展中直接违背了作为商品交

换媒介的货币的本质。

（三）价值大幅波动，与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不相符

比特币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中心的开放式发展，虽然这一

特征使比特币具有与其它虚拟货币相区分的优越性，但也因此

与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相违背而不能真正履行货币的职责。现如

今以货币当局为核心的中央调节机制是保证现代信用货币体系

正常运行的基础。但是对于比特币而言，由于比缺少这样的一

个中心机构，所以很容易陷入炒作之中导致导致价格不稳定甚

至有很大的起伏。例如在现实生活中，以美元和人民币为例，

比特币在这二者之间的汇率的波动就很明显，据 2013 年的数

据统计，1 比特币相当于 260 美元，然而紧接着又暴跌至一半，

同年，在我国 1 比特币就可高达 7000 元人民币，然而随后又

暴跌到原先的四分之一。这样不稳定的价格使它失去了充当价

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条件，也失去了货币的基本职能。与比特

币相比，现代信用货币受国家货币当局的调控，所以一直处于

一种较为平稳的状态，更不可能被恶意炒作导致大幅度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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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而比特币因为缺少中央调节机制，其单位货币价值产生

的波动也难以被平息，这就容易导致其陷入寻找投机机会的人

的炒作陷阱中，因此非常不适合与当作本位币。在一些比特币

支付合法化的国家，其对商品的标价货币仍是按照本国货币，

如果需要用比特币支付则必须要进行换算，假如用比特币标明

商品价格，那对商品本身的价值就很难衡量了。其次，比特币

由于缺少货币当局控制，所以很难在调节经济中发挥作用。货

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对收入、就业等宏观经济指标产生重要影响。

正如凯恩斯在所提出的观点，货币经济的特征是人们对于未来

的看法，影响着就业方向和就业数量，所以现代货币在调剂经

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特币既没有发行主体，也没有没有中

央调节机制，还没有中间机构记录交易信息，这些都说明比特

币并不适应于调控宏观经济格局，因此它也并非是真正意义上

的货币。

四、总结

综上所述，虽然比特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货

币理念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例如相比于对政府信用的信任更

加信奉科技，倾向于自由主义而非政府权力，并且为通货膨

胀问题提供了新解决方案，为未来电子货币的发展提供了思

路等，但是综合各方面考虑比特币仍然不具有成为真正货币

的条件。

科技发展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更加便捷的条件，也开

阔了人们的发展思路，现在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已

经综合考虑各要素完成了总体设计并开始进行试点工作。数

字货币的逐步兴起也会对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不可忽视

的影响，因此我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进行科学

而全面的考虑，对比特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以此降低未来的经济发展风险，推动我国经济

发展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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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相关的设备工具都无法及时更新，技术水平难以提高。因此，

加大对其资金投入，引进一批先进设备非常有必要。及时维修或

替换一些旧的设备，以满足员工的基本工作要求，保障人员的身

体健康和安全。此外，还可以根据需求引进一些专业化、信息

化的设备，如无人机。面对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气候条件，

工作人员能很好地处理相关情况，能实时监控与拍摄，有效降低

了工作人员人身安全事故发生概率，还保证了工作效率。

4.5 加大保障力度

我国的林业工作基本都在偏远山区开展，条件特别艰苦，

而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并不高，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甚至

有时会出现负面情绪，使相关林业工作很难开展。因此，必

须提高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增加各种生活补贴，提高他们

的生活质量，使其能积极热情地投入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应

该加强对林业工作人员的了解，尽可能从工作环境、生活保

障和福利待遇等方面给予其切实保障，适时慰问基层工作人

员，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体会到上级的关怀。只有这样，才

能让工作人员更有动力进行工作，使其稳定性提升、人才队

伍得到有效培养，从而加快林业生产建设工作。

结语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对专业性和综合性都有很高的要求，

是比较复杂的工程。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开展以来，这项工作

就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对我国的建设发展有重要作用，

我国相关部门也对其越来越重视。通过对相关制度的不断改

进和完善，近年来对人才的培养得到加强，引导一大批有理想、

有干劲的青年人才参与该项工作，不断提升保障力度。通过

这些有力措施的实施，我国林业工作将会得到改善，从而推

动国家建设。

参考文献

[1] 唐希远 .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在林业生产中的应用探析

[J]. 现代农业科技，2021（19）：141-142.

[2] 邵光明，李磊 .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在林业生产中的作

用分析 [J]. 河南农业，2021（23）：32-33.DOI：10.15904/j.cnki.

hnny.2021.23.015.

[3] 卫 凡 .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设 计 中 3S 技 术 应 用 探 讨 [J].

绿 色 科 技，2020（21）：146-148.DOI：10.16663/j.cnki.

lskj.2020.21.058.

[4] 张 煜 .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设 计 中 3S 技 术 的 应 用 [J]. 现

代 园 艺，2020，43（09）：127-128.DOI：10.14051/j.cnki.

xdyy.2020.09.061.

[5] 滕建生 .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在林业生产建设中的地位

和作用 [J]. 农业与技术，2015，35（04）：77-78.

（上接第 4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