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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各国央行的数字货币项目不过只是“号称”而已。如今，法国、瑞典、
瑞士、中国与芬兰等央行授权的数字货币日益成熟，显现。

曾几又何时，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尚属小众谈资。可如今，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首，各
家金融机构对其监管步步紧逼，以至于， 被公认为央行之央行的国际清算银行（BI
S）接连对虚拟货币两度发声，措辞严厉。

一面是BIS对加密货币甚至是虚拟货币的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
行（WB）对萨尔瓦多技术援助的断然拒绝，一面是BIS对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认可
。如此，在全球官方语境中，央行数字货币或正当时。

对虚拟货币措辞严厉

全球货币体系争斗升级之际，BIS于当地时间6月23日发布的2021年年度经济报告
站了队，同时也仅将稳定币(一种加密货币和传统资产之间的联系)视为传统货币的
附属品。

“比特币等数字代币几乎没有任何赎回功能，且不利于公共利益”，BIS称，“明
显可以看到的是，加密货币目前为止仍属于投机性资产，并非货币，且在多数情况
下被用来为洗钱、勒索软件攻击和其他金融犯罪提供便利，其中，若考虑能源足迹
，比特币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

尽管此前BIS旗下巴塞尔委员会（Basel Committee）为比特币开出1250%的风险
价，但在此份报告中，稳定币也未能幸免于难。“稳定币试图通过用真实货币以背
书增加可信度，但也只有在法币支持的基础上才可实现。此外，稳定币有分散货币
体系流动性，削弱货币作为协调工具的风险。无论如何，只要传统货币体系仍存，
稳定币最终也只是前者的附属物，而并非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各国央行处于金融部门与支付体系快速转型的中心期。加密货币、稳定币和大型
科技公司的代币创新，均与当前公共利益相抵触”， 报告进一步警示，“令人担忧
的是，目前涉足支付行业的公司或将因持有大量数据而发挥主导作用，致使其收取
的费用或会高于目前信用卡等收费。”

当地时间6月10日，巴塞尔委员会对比特币及加密货币发出风险警告，称后者在缺
乏特定审慎态度的情况下带来系统性风险，但央行的数字货币并不在讨论内。

该提议下，加密资产被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在现有的巴塞尔框架下有资格接受处理
的加密资产，如已代币化的传统资产及稳定币；另一类为比特币等其他加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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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只需进行小幅调整，而后者则需要以一种新的保守审慎态度对待。

与BIS亦步亦趋，在萨尔瓦多于当地时间6月9日宣布将比特币作为法币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即刻于随后一天警告称，此举或将会引发一系列风险和监管挑战，需要
对此谨慎对待。当地时间6月16日，当萨尔瓦多财长Alejandro Zelaya向IMF与世
界银行（WB）寻求金融基础设施技术援助后，世界银行果断拒绝，称鉴于环境和
透明度方面的缺陷，它无法帮助萨尔瓦多实施比特币相关法案。

央行数字货币正当时

汝之砒霜，彼之蜜糖。发出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批评背景下，是各大央行与BIS对
数字货币的青睐有加。

在BIS看来，来自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CBDC)为基于对中央银行兜底的信用货币体
系翻开了新篇章，数字货币概念时代业已来临，正从概念转向时间设计。“因附带
先进技术，数字货币能够提升公众利益。当数字货币作为两层体系（two-tier syst
em）中的一部分时，其效用能得到最好的发挥。而它最具前景的通用设计是建立
在数字身份认证之上，即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同时，提供针对非法活动的保护，并简
化跨境支付流程。”

两层体系中，各国央行与私营部门共同工作，分摊各自擅长之事。中央银行将运营
该系统的核心，确保其安全性和效率，银行和支付服务提供商私人部门，将利用其
创新能力为客户服务。

在BIS眼里，数字货币另一个核心点是，它是以对央行的信任为基础，保留了只有
央行才能提供货币的核心特征。“通过支持广泛访问并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治理及隐
私标准，数字货币得以成为新的数字支付系统的支柱，而这也是推动数字货币公益
事业发展的最佳路径。”

此外，BIS还指出，如果各国央行要充分利用数字货币的红利，并在应对外汇替代
的同时改善跨境支付，设计方面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对于数字货币的美元化，BIS认为无需过多担忧。“对货币替代可能产生有害溢出
效应的担忧并不新鲜。基于数字ID的有效设计与基于账户的系统有望在很大程度上
消除美元化风险。他国数字货币深入进入一国国内市场，或占主导地位的潜力可能
有限。如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若要在另一个经济辖区广泛流通，需要双方央行共同决
定，发行货币的央行需要将外国用户的数字ID识别为数字货币网络的真正成员。从
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二者都是央行的直接债权，数字货币的属性与现金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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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广泛地说，支付系统不是存在于真空中。支付反映的是基本经济交易，支付需
求的存在反映了付款人与收款人之间的经济交易。由于发行货币的央行将保留对跨
境使用的控制权，它们由此可以限制非居民只能进行某些获准的交易，这将减少接
受国经济不稳定与面临货币替代的风险。”报告补充道。

跨境使用的风险是目前对数字货币的另一个担忧。但在BIS视角下，跨境使用所带
来的货币替代风险也将有限，且能够通过国际货币合作加以解决。

“一些货币在国际上的广泛使用源于其他因素，如金融市场的深度、效率与开放性
，长期价值的信任，以及对制度和法律基础设施的信心”，报告称，“由此，在缺
乏上述种种先决条件下，一种外币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它是数字化的就能在他国国内
获得立足点。”

因此，BIS呼吁称数字货币的跨境使用需要国际合作，国际社会努力相互承认国民
身份证书是一种更有前途的方法。“G20跨境支付路线图推动了多个方向的合作努
力，补充了BIS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中各国央行的工作，包括促进跨境身份
信息共享，审查数据框架和跨境支付间的相互作用等。国际合作可以以多方数字货
币的形式，即一个联合运行的多个数字货币体系（mCBDC），而不是分化个体的
单一ID系统，可以促使互相操作的跨国界化，从而也可提高跨境支付效率。”

不过，BIS同时指出，上述安排侧重于协调各国数字货币的设计模式，使其具有一
致的准入框架和相互联系。

全球各国央行已开始密切合作，制定多方数字货币框架，以促进更高效的跨境支付
。如BIS创新中心及其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泰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合作央
行的“mCBDC桥”，以探索了数字货币如何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透明度和解决
支付方面的监管复杂性。此外，瑞士央行与法国央行也已于当地时间6月10日联合
探索欧洲首个跨境央行数字货币支付。

根据BIS此前调查，在47个国家/地区公共零售数字货币项目中，有11个具有跨境维
度，约有四分之一的央行表明正考虑在未来数字货币设计中加入加强跨境和跨货币
结算的功能。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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