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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移动支付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微信和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广泛使用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便

捷的支付方式，更促进了支付理念的创新和支付技术的发展。同时，

随着数字货币的兴起，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市场的火爆，一些

国家的中央银行开始积极探索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设计和关键技

术，与数字货币相关的底层技术（如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将法定数字货

币的研究和实践提上日程。 

中国人民银行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始于 2014 年，至今已在

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发行

法定数字货币的专门研究小组，论证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可行性；

2015 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研究结果整理成法定数字货币系列研究报

告，深化对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形态、原型系统的总体架构、应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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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数据架构和技术架构等方面的设计；2016 年，中国人民银行启

动了基于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原型研发工作，借

助数字票据交易平台验证区块链技术。同年，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

币研究所成立；2017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

字票据交易平台测试成功。 

我国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定义是数字化的人民币，属于法定加

密数字货币，其本身是货币而不仅仅是支付工具。可以从四个维度

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本质内涵进行界定和剖析：首先，法定数字货币

在价值上是信用货币，其次技术上看是加密货币，再次实现上是算

法货币，最后应用场景上则是智能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要作为现金的一部分在社会经济领域流通，必须

能够代表国家信用、可以安全存储、保证安全交易、实现匿名流通。

因此，法定数字货币必须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

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

离线交易性、可编程性和基本的公平性等十一个特征。 

为实现以上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在设计时必须遵循如图 1 所示

的要点： 

设计要点

“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二元体
系

运用密码学知识保
障数字货币的安全
性

参考区块链技术，
建立集中/分布相对
均衡的簿记登记中
心

运用“可信云计算
技术+信道安全技术
+芯片技术”来保证
数字货币交易过程
中的端到端的安全

充分运用大数据分
析技术

数字货币的用户身
份认证采用“前台
自愿、后台实名”
的原则

数字货币本身的设
计应力求简明高效

构建由央行、商业
银行、第三方机构
、消费者参与的完
整的均衡有序的数
字货币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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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设计要点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运行框架如图 2 所示，其核心是一种币、两

个库和三个中心。 

认证中心

登记中心

大数据分析中心

数字货币发行库

数字货币银行库

基于云计算的可信服务管理模块

数字货币客户端

安全芯片

移动终端

数字货币客户端

安全芯片

移动终端

用户A 用户B  

图 2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运行框架图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核心技术如图 3 所示，主要包括安全技术、

交易技术和可信保障技术三个方面，具体而言，共包括匿名技术、

安全存储、加解密技术等十一项技术。 

安全技术

交易安
全技术

匿名技术 电子认证
防重复交
易技术

防伪技术

数据安
全技术

安全存储 传输保护技术

基础安
全技术

加解密技术 安全芯片技术

交易技术

在线交易技术 离线交易技术离

 

图 3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核心技术 

相比私人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具有以下几个优势： 

总量可控，货币价值波动较小。相较于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

币，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由央行负责，货币流通过程也受到央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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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货币价值总体上由货币的购买力决定，不会出现太大幅度波动。 

公平性。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的获得很大程度依赖于计算

机性能，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只是现金的一部分，

获得多少数字货币从根本上讲是由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决定的，具有

公平性。 

安全性高。法定数字货币在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同时，也可以保

证货币使用和流通过程的安全性，可控匿名技术使有关部门能够追

踪到犯罪信息，有效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法定数字货币也面临以下几个挑战： 

隐私保护和安全问题。法定数字货币在使用过程中会获得大量

用户资料和交易信息，如何存储、管理这些资料对于充分保护用户

隐私和财产安全至关重要，同时，如何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使用用户

信息，防止用户信息泄露和非法使用，也是中国人民银行面临的重

要挑战。 

使用和推广问题。数字货币的使用和推广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从主观上讲，用户对数字货币的信任程度将直接影响其是否使用数

字货币；从客观上讲，数字货币终端的建设也需要对现有资源进行

整合，然后逐步推广新的终端设备。因此，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和推

广法定数字货币需要一定时间。 

数字鸿沟问题。法定数字货币会创造数字红利，但也会加深数

字鸿沟。对于无法购买终端设备或者没有能力学习使用法定数字货

币的人而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拉

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 

技术和费用问题。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法定数字货币在票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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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测试成功，但由于区块链技术本身存在每秒数据处理量较小、数

据处理有时差等缺点，如果将数字货币推广到全部经济金融领域，

那当前的设备能否安全存储、及时分析和处理海量的交易数据仍存

疑问，各种设备的运行和维护费用也将是一项巨大的成本。 

监管问题。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将会使点对点交易大幅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原有的监管体系，商业银行在全社会交易过程

中的作用相对减弱，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机

构，必须考虑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监管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可能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

响： 

第一，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还有待检验。具体而言，可能导致货

币结构发生变化，货币乘数增大；传统货币需求减少，金融资产转

换速度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等。 

第二，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总体而言比较积极。具体而言，可以

降低 KYC（了解客户）与 AML（反洗钱）成本，提高监管效率；促

进金融创新，优化金融环境；展普惠金融，共享数字红利。此外，

我们也要关注金融脱媒，防范法定数字货币带来的金融风险。 

第三，改变现行支付体系结构。具体而言，法定数字货币的出

现会丰富支付选择，减少纸币使用，同时也会导致第三方支付平台

发展受限。 

从 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对法定数字货币进行研究，到现

在三年多的时间，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已取得丰硕

成果。在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法定数字货币同区块链技术松绑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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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实验成功，但区

块链技术是否能够应用到大范围的法定数字货币中，仍需考证。比

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是基于密码学创建的，而密码学远在区块链

技术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目前，区块链发展尚不成熟，央行也可

以利用密码学的其他分布式技术来构建法定数字货币。因此，区块

链技术只是一个工具，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并不是一定要采用区块

链技术，即使采用了区块链技术，也需要对其进行改造，确保货币

的中心化和安全性。区块链技术为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提供了更多

支持和选择，但我们仍然要意识到，法定数字货币并不一定同区块

链技术捆绑在一起。 

第二，法定数字货币智能化是方向。 

法定数字货币不仅是简单地将货币数字化，更重要的是让货币

更加智能化。首先，货币发行和回收方面，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

下，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由经济系统自发、内生地决策货币供应

量，自动发行和回收货币；其次，货币政策执行方面，法定数字货

币的可追踪性、可编程性将会使货币政策执行变得更加智能，更加

有效；最后，货币使用方面，与传统电子支付工具相比，法定数字

货币将会呈现出全新的、更好的品质，货币用户体验也将更加智能。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法定数字货币将更可能朝着智能

化的方向发展。 

第三，坚持强制使用和市场相结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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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即在条件允许范围内不得拒绝接受法定数字货币，但这并不

意味着公众失去选择支付方式的权利。因此，我们重点要关注法定

数字货币在实践方面的可行性和便利性，只有重视市场需求，提高

法定数字货币的安全性和便捷性，法定数字货币才能真正为公众所

接受。 

第四，顺应潮流，稳步推进 

目前，随着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的兴起和区块链等技术的

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开始对法定数字货币进行研究，但大部

分央行仍持谨慎态度。值得关注的是，数字货币已经逐渐走进公众

的生活，数字货币背后的相关技术也已成为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

点，无论出于监管目的，还是出于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法定数字

货币的推出只是时间问题，潮流已不可逆转。 

但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广必然不是一朝

一夕之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考虑到经济因素和社会稳定

因素，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数字货币也必须十分谨慎。通过总结以往

经验，中国人民银行一定会待法定数字货币成熟后再将其推向更广

阔的市场。 

总体而言，中国人民银行对法定数字货币持有比较积极的态

度，也在加紧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希望在技术越来越完善、架构

越来越优化、时机越来越成熟的条件下，我国可以顺利发行法定数

字货币，为新常态下的经济提质增效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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