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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正常金融秩序 消耗浪费电力资源

多部门联合围剿虚拟货币“挖矿”行为

近日，国家发改委通报：我国将以产业式集中式“挖矿”(业界指虚拟货币的生产过
程)、国有单位涉及“挖矿”和比特币“挖矿”为重点，全面整治虚拟货币“挖矿”
活动。

虚拟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不应该也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然而，近年
来却流行起用虚拟货币进行交易的行为，有的甚至以此进行非法集资、诈骗、传销
、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

今年以来，多部门联合开展全面全链条围剿虚拟货币“挖矿”行为，人民银行会同
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
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国家发改委公开征求《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21年版)》意见时，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入淘汰类。

业内专家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虚拟货币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在中
国境内所有与虚拟货币有关的活动都将被列为非法金融活动，全面取缔或关闭。

持续高压态势

欢迎监督举报

11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肖毅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值得注意的是，在通报肖毅违纪违法的问题中有
一条提及，肖毅滥用职权引进和支持企业从事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虚拟货币
“挖矿”活动。这是我国首例政府公职人员因涉及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受到严肃
处理。

在11月16日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表示，发改委将持续做好
虚拟货币“挖矿”全链条治理工作，以高压态势持续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建立长效机制，严防“死灰复燃”。对执行居民电价的单位，若发现参与虚拟货币
“挖矿”活动，将研究对其加征惩罚性电价。

对此，业内人士评析，无论是存量的集中式“挖矿”项目，还是分散式的个人“挖
矿”，都是属于违法行为。此次，发改委对非法“挖矿”持续整治，不仅严查国有
单位机房“挖矿”，个人行为也存在风险。目前各省市区已开展对虚拟货币“挖矿
”行为排查工作，包括IP地址总数、IP地址归属和性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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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贵阳市发改委发布《关于设立整治虚拟货币“挖矿”举报电话的公告》
表示，该市将保持整治虚拟货币“挖矿”高压态势，开通整治举报渠道，欢迎各界
群众监督举报。举报受理范围包括：伪装成数据中心享受税收、土地、电价等方面
优惠政策的虚拟货币“挖矿”企业；其他多种隐藏形式进行“挖矿”企业、网吧；
为从事虚拟货币“挖矿”企业提供场地租赁等服务的企业和个人；通过非法手段获
取电力供应，从事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企业。

扰乱金融秩序

消耗能源资源

所谓虚拟货币“挖矿”行为，以比特币为例，实质是以专用计算机节点为比特币系
统计算随机哈希函数的正确答案，进而争夺区块的记账权，从而获得比特币奖励。

而非法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带来的危害，首先就是扰乱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赵辉分析指出，现如今比特币的价格主要是由投资者参与其
中，通过大量资本的买进卖出来推动比特币的价值不断上涨。但这种虚拟货币具有
极高的投资风险，如果有巨量、大额资本都抽身离场，那么比特币价格将会大幅下
挫、缩水，众多散户投资者很有可能赔得一干二净，造成巨大财产损失。

更何况目前还有很多虚拟货币主要应用于灰色地带。近年来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很
多电信诈骗资金都流入虚拟货币市场，骗子用骗来的钱，去购买虚拟货币，因为虚
拟货币是匿名的，造成的结果就是难以追回涉案资金。

这些违法犯罪的资金再加上其他大量投资资金聚集，成为推升虚拟货币价格一路飙
升的“背书资本力量”，会给那些参与其中的，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投资
风险。

同时，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还会消耗大量能源资源。据相关数据显示，全世界在
虚拟货币的“挖矿”上耗电量为1340亿度电。每“生产”一个比特币，消耗的能量
相当于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大规模的非法“挖矿”活动将对我国能源电力消耗
造成很大冲击，不利于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为此，国家发改委指出，虚拟货币“挖矿”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对产业发展、
科技进步不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再加上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风险越发
突出，其盲目无序发展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能减排带来严重不利影响。
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对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推动节能减排如期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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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非法属性

实施联合围剿

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力度整治非法“挖矿”活动。

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10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
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
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
点，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其实，这已经不是央行第一次强调虚拟货币的非法属性了。

早在2013年12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工信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五部
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
，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不能且不应作为货
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同时还强调公民投资、使用这类虚拟货币需谨慎，一旦发生
纠纷极有可能得不到法律保护。

9月24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整治虚拟
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按照“严密监测、严防风险、严禁增量、妥处存量”
的总体思路，充分发挥各地区、各部门合力，加强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上下游全
产业链监管，严禁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严禁投资
建设增量项目，禁止以任何名义发展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加快有序退出存量项
目，在保证平稳过渡的前提下，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科学确定退出时间表和实施路径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正文分析指出，上述监管层的一系列举措传递了十分明确的信
号：对待虚拟货币及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当前政策主基调已经明确，那就是不
设增量，退出存量。

“未来中国将全面退出虚拟货币领域。虚拟货币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在中国境
内所有与虚拟货币有关的活动都将被列为非法金融活动，全面取缔或关闭。境外虚
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参与人
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些企图在中国境内从事虚拟货币炒作的机构或平台要马
上收场。”施正文说。（记者 万静）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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