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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热潮在疫情催化下前所未

有地高涨， 金融产业链在新技术的应

用下层层解构， 越来越多传统金融机

构专业功能被第三方外包服务取代，

全球银行业“顽固”的寡头们都感受到

了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西泽研究院

院长赵建撰文指出， 如果最核心的风

险管理功能也外包给金融科技第三

方，银行就只剩下了账户管理人，即银

行会计、广义货币管理的功能。但是，

数字货币的流行很可能会对银行这残

存的最后一点功能造成冲击。

但每一枚硬币都有着一体两面，从

上世纪90年代比尔·盖茨放言“银行将是

21世纪终将灭绝的恐龙”，到2013年马云

宣布“银行不改变我们将改变银行”，在

不绝于耳的唱衰之声中，商业银行的技

术觉醒步伐加速，对自身在社会经济中

承担角色的思考也日益深刻。数字人民

币的渐行渐近就如其他数字科技一样，

同时也是传统金融机构走向新一轮增长

的重要机遇。

区块链与数字货币研究人士杨俊指

出，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人民币的推进

将提升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能力。

“数字人民币研发保持技术中性，不

对商业银行的数字人民币钱包研发的技

术路线进行干预，但通过制定标准进行规

范要求，其中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保密性技

术方面的投入将增大，而数字人民币商业

银行库的设计也将推动商业银行在安全

存储和瞬时高并发技术方面的能力提

升。”他表示。

在业务层面上，数字人民币设计之

初就已经充分考虑避免对原有金融体系

构成影响。今年9月，范一飞发文表示，数

字人民币将采用双层投放体系，即人民

银行只负责发行，由指定运营机构（目前

有工、农、中、建四大行在试点中承担该

角色）向公众提供兑换。例如，此次深圳

试点中，参与者下载统一的“数字人民币

App”后，需要从工、农、中、建四大行中

选择一个银行作为“数字人民币红包”的

领取银行，并在该行开通“个人数字钱

包”。同时，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流通

中的现金（M0），且不付息，不会和银行

存款构成竞争。这些设计解决了商业银

行的后顾之忧，也提高了商业银行参与

数字货币应用研究的积极性。

杨俊指出，数字人民币是M0的替代，

没有物理实体相较于现金将显著降低商

业银行的经营成本、提高效率，还利于丰

富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业务、提高业务附加

值并相较于以互联网公司为背景的金融

科技业务更有优势。另外，还有助于提升

商业银行了解客户（KYC）、反洗钱、征信

等方面的合规水平。

此外，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来

说，数字人民币把货币所有环节都变

成“数据”，也可能为银行带来革命性

的创新。

清华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韩

军表示，数字货币的推进对商业银行的贷

款管理好处极大，可以有效追溯贷款用

途，保证贷款专款专用等。对此，普华永道

在一份报告中进一步指出，长远来看，商

业银行甚至可能脱胎换骨转换成“信贷数

据管理公司”，例如利用区块链技术、生物

识别及大数据把每位客户的大部分财务

资料都可以集中管理。

深圳的开放测试只是数字人民币向

开放市场揭开的神秘面纱一角，如“双离

线”、互联互通、转账等方面的能力尚未

完全呈现，给市场留下了更多想象空间。

但可以预见的是，数字人民币将成为压

向商业银行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枚，对

当前以银行账户为基础的支付体系和商

业银行业务模式都将产生深远影响。随

着数字巨浪汹涌而来，正如普华永道报

告所写，未来商业银行和科技金融公司

的边界可能更难分清，或两者完全整合

将成为大趋势。

今年10月在深圳开展的数字货币开放性

测试里，央行数字人民币首次公开露面，数字

货币兑换、流通、交易的具体过程随之呈现，各

大媒体纷纷表示数字人民币已然“呼之欲出”。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用户们发现，尽管他们仍

需要点选一家银行作为数字货币载体———数

字人民币钱包的运营者，但他们与银行之间最

牢固而紧密的联系———银行账户在这一过程

中消失了踪迹。

这一模式被称为账户松耦合形式。央行副

行长范一飞曾撰文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将基于

账户松耦合形式，即未来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

不需要银行账户，此举将突破目前第三方支付

需要绑定银行卡的限制，使央行数字货币交易

环节对账户的依赖程度大为降低，既可和现金

一样易于流通，又能实现可控匿名。

在松耦合账户模式下，央行统一“数字人

民币App”成为核心入口和清算中心，承担数

字人民币钱包运营服务的商业银行仅能获得

与本机构钱包所有者相关的信息，从而实现可

控匿名。不同数字钱包运营机构将交易数据异

步上传至央行，仅有央行能够全面掌握交易流

通数据，从而在央行形成数字货币的完整账目

体系。

“因为支付、流通、财富管理甚至贷款功

能均可以通过央行数字货币平台实现，商业

银行原有的功能是否能在数字化进程中找到

自己的定位？这是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北

京计算机学会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

娟表示。

“越小的银行面临的挑战越大。”她指出，

商业银行特色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央行数

字人民币平台的出现，如同大型超市对一般

商超的挑战，传统金融机构需要积极去应对。

从数据生产要素积累和规模化运营的角度来

说，大型银行反而更容易转型，中小银行则需

要考虑提供本地化服务和最后一公里定制化

金融服务。

无需银行账户

推动银行革命性创新

银行：“伤筋动骨”还是“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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