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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数字人民币开始试点， 利用公众对央行数字货币测试阶段信息的

模糊，“李鬼们”乘虚而入，假冒的数字人民币钱包魅影闪现的背后，显示出数字

人民币时代依然面临防伪防假的问题， 此外数字人民币这场革新必然要伴随监

管和规范的同步推进，今年10月23日，央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

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首次在“顶层设计”写入人民币

数字形式，为发行数字货币提供法律依据。相关立法条文和监管框架正在酝酿，

未来数字人民币发展与监管如何平衡，便利和安全如何兼顾，在这个创新事物的

起步阶段也埋下了问号，需要监管和市场在实践中共同找寻答案。

监管部门：立法和技术怎样跑赢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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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风险考验，保障数字人

民币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我国监管机

构尚需作出更多努力。日前，央行行长

易纲表示，央行数字货币还处于初始

阶段，需要制定复杂而完整的法律和

监管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0月23日，央

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

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

见。《征求意见稿》首次写入人民币数

字形式，规定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

数字形式，为发行数字货币提供法律

依据；同时《征求意见稿》为防范虚拟

货币风险，也提出一系列禁止行为：明

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售代

币票券和数字代币，以代替人民币在

市场上流通。

对此，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

筱芮指出，上述修改一方面明晰了数

字人民币的法定地位，为数字人民币

的落地应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另一方

面则强调了其他虚拟货币的非法定地

位，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监管

精神相适应。王红英则进一步指出，目

前数字化人民币还处在一个试验阶

段，尚无明确详尽的法律条文来加以

规范。建议在目前数字人民币的发展

过程当中，立法程序要超前。

除了加快立法之外，在业内人士

看来，技术建设、人才储备、系统可靠、

方案成熟、场景适配、用户体验亦是监

管需要关注的重点。

孙扬指出，“如果我们要将区块

链应用于数字货币，需要投入较多的

专家将区块链技术吃透，吸收精华，

形成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平台；央

行数字货币监管平台和团队可以特

别加强对于场景、消费流程等专业知

识的补充，能够帮助监管团队理解数

字货币在场景下消费数据的含义和

意义，有助于更好地监管数字货币的

使用”。

王红英进一步表示，目前央行数

字货币金融科技人才有一定程度的滞

后，未来数字货币的发行需要更多的

人才进行技术的加密，并在复杂的应

用场景中不断测试。目前金融科技储

备严重不足，需要与领先的第三方数

字支付公司进行各个层面合作，使数

字人民币风险控制能够得到强化。

谈及在监管层面需要进行的工

作，陈文君指出，监管机构需增强风险

防范，防止黑客入侵；此外需保护数字

货币支付相关个人数据、政府机密和

商业秘密。“央行数字货币的平台系统

要经过大规模并发交易的检验，TPS

（电子数据处理系统）要足够应付广大

人群的海量支付。安全和高效缺一不

可，老百姓会拒绝体验不佳的支付手

段，央行数字货币具有一定压力，也无

需去争先，系统可靠、方案成熟、场景

适配、用户体验是当前测试中的重点。”

陈文君如是说。

“我们已经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假

冒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央行数字货币

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日前出席活动时一

语激起千层浪。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数

字人民币仍处于内部封闭试点测试阶

段，数字人民币体系尚无正式推出时

间表，真身尚未正式面世，“李鬼”便乘

虚而入，究竟是何情况？

为了一揭面纱，11月15日，北京商

报记者在网页搜索央行数字货币发

现，目前多个披着数字人民币外衣的

链接已被“404”，显示您访问的链接不

存在等内容，不过仍然有一些“漏网之

鱼”在网站和社交平台中闪现魅影。这

些链接或二维码多是打着央行数字货

币旗号，实则为各种各样软件进行导

流。

北京商报记者点入一则央行数字

货币App官方下载的链接中发现，应

用介绍显示，“央行数字货币App只要

有一部手机就可以进行各种操作，是

官方最新版虚拟数字币交易理投中

心”，并且该页面提示，“软件中的兼职

任务是非常多的，可以让您随时轻松

控制并获取收益，预计在未来还会有

众多的理财产品可以选购，都是以区

块链为基础的”。不过当记者识别二维

码下载时，却导流到了一则游戏链接。

值得注意的是，“李鬼”在社交平台

上的传播更为明目张胆。北京商报记

者在某社交网站上搜索发现，多名用

户曾发布二维码邀请码，页面显示“我

正在使用‘D讯’赚央行数字货币

（DC/ EP），快来和我一起看资讯赚数

字人民币吧”。记者根据提示注册后发

现，该软件无法在应用市场搜索安装，

安装来源下载也未告知应用来源是否

符合手机终端安全审查标准。同时，该

App在浏览器中下载时，需同意软件

读取储存卡内容、通话状态、访问精准

位置信息、修改或删除SD卡中的内容

等权限。这些权限被“折叠”显示，如果

不点开一不小心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精准暴露隐私。

“伪造的钱包是利用普通民众对

于数字货币测试阶段信息的模糊，一

些诈骗分子会谎称有数字货币钱包，

骗取钱财。”面对数字人民币“李鬼”乘

虚而入，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教授、数

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君如是说。

苏宁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中心

主任孙扬进一步提示，公众要从银行

或者政府渠道获得数字人民币相关

推广和试点信息，数字人民币不会增

值，如果说某央行数字货币自称可以

达到XX%年化收益，一定是假的；央

行数字货币不需要获得用户的银行

卡和密码，如果需要输入卡号和交易

密码以开立数字人民币账户，一定是

假的；数字人民币相关App下载一定

会通过政府、银行、应用商店等官方渠

道分发，如果现在有人通过其他网站

链接等方式安装，一定是假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是最早研究

数字货币的国家之一，央行自2014年

起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并于2017

年末组织部分商业机构共同开展数字

人民币体系的研发，孕育多年后数字

人民币终于在今年试点揭开面纱，引

起足够关注的同时，需要面对的挑战

亦引起监管和市场的警惕。

“我们的数字货币账户还没有经

历过大规模交易的检测，所以当面临

互联网欺诈风险的时候，我认为是略

显不足的。”孙扬如是说。

陈文君指出，央行数字货币正式

落地应用以后，最大风险是钱包被黑，

即被非法黑客破解密码盗走货币。

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

院院长王红英进一步表示，当前需要

注意的风险主要就是技术加密的风险

和盗刷的问题。针对数字人民币在支

付中加密链条的技术研究将是未来要

应对的一个巨大挑战。不同于在比特

币上应用的区块链技术，场景的复杂

性对于数字人民币的应用技术提出了

更高要求。如果技术水平不是非常的

领先，就会容易受到黑客的攻击。

“李鬼”趁虚而入 警惕互联网盗刷风险

专家建议加快立法、技术建设

解码央行数字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