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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 美联储一改往日对数字货

币略显排斥的态度， 宣布其目前正在构建

并测试一种虚拟货币， 以增进美联储对数

字货币的理解。“我不希望有一天醒来，发

现美元已经不是世界储备货币， 原因是我

们刚刚错过了一场技术变革。”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如是说。 这意味着当前国际货币体

系中的霸主也已经意识到数字货币这场技

术变革可能带来的影响之重大。

取得领先地位

美联储对美元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焦虑并

非空穴来风，近年来，世界各国央行越来越多加

入全力推动法定数字货币研究的队列。2020年1

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的全球数字货币报

告显示，在占世界经济总量90%的66个国家中，

有6家央行表示三年内可能发行可供个人和企业

“一般使用”的数字货币，覆盖全球约16亿人口；

另有12家央行表示有望在六年内发行数字货币，

各国数字货币的研发进度超乎想象。

与此同时，在数字货币研发方面取得领先地

位的中国屡次提及将数字货币应用于跨境支付

领域，不禁让人对沉寂已久的人民币国际化产生

联想。11月2日，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局长霍学文就

曾表示，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将在空港区域积极推

广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等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央行

上海总部也在今年7月15日重提扩大人民币跨境

金融服务，坚持“本币优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

长盘和林表示，数字货币技术上具备改善当前

跨境支付体系的能力，客观上为人民币国际化

创造条件。“目前跨境支付的问题主要是到账周

期长、速度慢、费用高、手续多、效率低，而数字

货币最大的优势就是便捷、高效、时效性高、成

本低，因此能够克服传统跨境支付方式存在的

缺陷。同时，当数字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被广泛使

用，毫无疑问将会促进区域的跨境交易，就如欧

元在欧盟内，当数字货币逐步被接纳，区域间的

合作将会更便捷高效，也反过来会推动数字货

币的国际化。”

但他也补充，目前各项外部配套设施尚未完

善，还需要更加完善、精细化、多层次的结算平台

和结算体系的建立，以支持人民币的发出、兑换、

清算和回收，并需要相关的企业建立支付体系以

对接平台，以完成和保证交易。

换言之，数字货币从技术上为人民币跨境支

付提供了可行性，但过去阻碍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的问题依然需要逐步解决。

区块链与数字货币研究人士杨俊表示，谈数

字货币的国际竞争力其实也就是谈人民币的国

际竞争，数字货币跨境应用的挑战其实也主要是

过去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挑战。以中美两国在

国际贸易货币结算占比来看，人民币在国际贸易

货币结算占比不到2%，而美元则高达40%以上；

以全球外汇储备占比来看，人民币占2%，美元则

超过60%；除此之外，在经济、军事、政治、科技、教

育、文化等方面也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

现在谈数字货币挑战美元霸权为时尚早，但

不可否认的是，数字货币已迎来国际化机遇。盘和

林指出，无论是美元还是人民币，随着数字经济发

展，现金必将越来越少，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发行是央行在移动支付时代奠定货币主权的重

要战略，同时，各国都看重数字货币的推行对国际

支付体系等各个方面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对此，杨俊表示，中国已经在数字货币赛道抢

占先机，当前，数字货币已落地零售端消费场景，

领先于其他国家。除此之外，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进

一步对外开放以及在上海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的

石油期货市场等，都有利于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

响力。

央行数字货币体现了数字技术的最新发

展和成本降低优势，最主要的是一种技术的进

步。一位国际贸易研究人士也表示，通过技术

的进步，有可能改变目前以分布在全球各地、

各时区的代理行和清算行关系为基础的跨境

支付格局，并有效地降低对美国SWIFT系统和

CHIPS的依赖，这可以有效解决人民币国际化

中的一些技术性及相应的管理问题，成为人民

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但技术进步不能代表一切，他补充，人民

币国际化的因素包括发行国的经济体量、贸易

规模、货币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金融的关联度，

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等，而这些不是简单的技术

进步就能解决的。

盘和林也指出，首先，跨境人民币支付的

使用中会面临着当局政策或者当地金融市场

发展状况的限制，一方面国家出于国家经济安

全的考虑或许会在数字货币的使用过程中设

置限制性条款；另一方面，数字货币的使用需

要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对接，但是受本地客观经

济技术条件限制，或将会在跨境人民币的使用

中形成障碍。最后，跨境支付的实现意味着货

币的流通，针对跨境支付的货币监管和管控，

也将对我国现存的金融体系和监管制度提出

挑战。

不单是技术问题

1.国家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或许会在数字货币的使用过程中设置限制性条款

2.数字货币的使用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对接

3.受本地客观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或将会在跨境人民币的使用中形成障碍

4.对跨境支付的货币监管和管控，也将对我国现存的金融体系和监管制度提出挑战

目前跨境支付的问题

跨境人民币支付使用中面临当局政策、当地金融市场发展状况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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