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国央行探索数字货币逐渐形成风潮，动摇

了部分曾经对数字货币持否定态度的国家，并纷

纷加入数字货币的研究行列中。与此同时，也有部

分国家目前对数字货币仍持谨慎态度。

10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的跨境和数

字支付虚拟小组会议上，美国联邦储备局（以下简

称“美联储”）主席JeromePowell表示，美联储尚

未就是否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作出决定。他表示，

“在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此前在2019年11月，Powell曾表示，美联储在

密切关注数字货币的发展，但由于一系列法律、法

规及运营的问题，并未考虑积极参与其中。

但在2020年2月，美联储理事LaelBrainard表

示，美联储正在就数字支付和数字货币的监管和

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调查，并已经开始研究数

字货币发行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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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货币影响范围越来越大， 各国央行也

跃跃欲试，试图探索一条合法之路。尽管目前国际上

已有多种私人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运行使用， 但并

不归属中央银行监管， 在使用过程中， 仍有风险存

在。为进一步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管理，近年来，国际

上已有多个国家对央行数字货币进行研究。 而在

2020年， 各国更是加快了对这一领域的探索进程，

包括澳大利亚、 日本等国纷纷在今年宣布将启动对

数字货币的研究，也有立陶宛、巴哈马、柬埔寨等国

在年内发行数字货币。 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的队伍逐

渐壮大， 部分曾对数字货币持谨慎态度的国家也开

始转变态度，更有地区正逐步建立相关监管体系。

“2020年是央行数字货币崛起的一年。”国际清算银

行（BIS）在年内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央行数字货币（CBDC），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

币，功能属性与纸币相同，可以被视作纸币的数字化形态。

在部分私人部门数字货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世界

各地的央行也在推进发行归属于国家控制的数字货币。

而自Facebook于2019年发布旗下数字货币Libra的白

皮书后，更是“敦促”各国央行加快了对于数字货币探索

的步伐。国际清算银行在年中发布的报告也指出，除Li-

bra作为“引爆点”外，今年在全球范围内暴发的疫情，也

导致公众对现金产生可能传播新冠病毒的担忧，从而也

加速了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发展的进程。

此前在11月2日，澳大利亚央行宣布与多家银行合

作启动数字货币研究项目，将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

（DLT）探索CBDC的潜在用途和意义。该项目将涉及开

发一个概念证明，以发行一种象征性形式的CBDC，可供

批发市场参与者在基于以太币的DLT平台上进行银团

贷款的放款、结算和偿还。该项目预计将在2020年底左

右完成，相关机构计划在2021年上半年发布有关该项目

及其主要发现的报告。

除澳大利亚外，也有中国、韩国、泰国等国在年内启

动央行数字货币试点项目，日本、菲律宾、巴西等国则表

示考虑推出法定数字货币，相关研究实验也有望在来年

开启。在大环境影响下，已有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进入

测试阶段。2月，瑞典央行就表示，已经开始进行央行数

字货币———“电子克朗”的沙盒测试。

瑞典央行表示，如果该数字货币最终进入市场，可

能将被用于模拟日常银行业务，例如通过数字钱包进行

存取款或者进行付款等。同时，该项目旨在展示普通大

众如何使用“电子克朗”，因此将侧重于表现其在流通环

节的稳定性与实用性。但瑞典央行同时也提到，目前还

未决定是否发行“电子克朗”，其合作服务公司埃森哲正

在开发的试点项目预计持续到2021年2月。

值得一提的是，除上述国家外，立陶宛、巴哈马、柬

埔寨均于2020年逐步在本国范围内发行央行数字货币。

此前，也有突尼斯、委内瑞拉、乌拉圭等国已推出央行数

字货币。

国际清算银行执行委员会委员、创新部总监贝诺埃

特·塞乌雷此前在10月表示，“2020年是全球不少央行对

CBDC态度的一个分水岭。根据BIS的调查，全球80%的

央行目前已在探索研发CBDC，40%的央行在做概念原

型验证（PoC），10%的央行在做试点”。

对于拟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如何实施、加

强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是各国央行亟待解决的问题。

欧洲央行行长ChristineLagarde曾于11月初

表示，已经开始探索推出数字欧元的可能性。此前

在10月2日，欧洲央行发布一份可能发行数字货币

的综合报告。该报告指出，欧洲央行计划于2021年

年中就是否启动数字欧元项目作出决定。

而在欧洲央行正在研究是否启动数字欧元项

目的同时，欧盟委员会（以下简称“欧委会”）表示，

相关部门正为加密货币制定基本规则。同时，欧委

会要求加密货币公司必须在欧洲设立实体机构、

接受资本约束。

“欧洲在数字经济时代最大的威胁来自北美

众多的Bigtech，从欧洲对公众隐私的保护重视程

度，以及率先出台数据安全保护法规及其他强硬

的手段可以看出，欧洲也拟发行数字欧元来应对

这种威胁。”业内人士里厄（化名）评价道。

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看来，发

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化发展已经是不可逆转的

大趋势，数字货币逐步取代纸质货币也更适应未

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当前来看，已有部分中小国家发行并使用央

行数字货币。但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些中小国家此

举大多是为摆脱经济困境或重建本国货币体系。那

么，在全球央行纷纷加入研发法定数字货币行列的

当下，是否也代表着全球货币体系将得到重建？

展望未来全球数字货币的前景，北京大学数

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此前曾公开表示：“未

来可能形成一套由IMF和多个重要国家主导的多

边全球数字货币体系。第一种是有很多种主权数

字货币，形成一个新的多边协议和技术架构，代替

现在所有的结构。第二种是，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

种超主权的数字货币，比如由IMF牵头来形成一

种新的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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