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0 Vol. 4 No. 05 2022实践探索

数字人民币的相关推广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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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货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对此我国已设立多个试点地区，采用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区块链等科

学技术推动数字人民币发行。基于调查了解大众对数字货币认识较少，随着无纸化货币时代的到来，在政府政策、宣传力度和地区认知

程度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下，大众受便利性吸引，被安全性掣肘。针对大众对数字人民币的了解与需求，对政府提出加强宣传工作、扩大

试点范围、建立监管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和注重隐私保护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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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 2014 年就开始研究法定数字人民币，包括美日西欧等

全球其余多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入局，使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

和推广迫在眉睫。我国目前已在少数试点地区进行数字人民币的

试点推广。为了更好地更快的普及数字人民币，对此我们进行了

问卷调查以及线下的走访调查。通过收集回来的数据简单分析了

目前数字人民币推广时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一、数字货币的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科技迅速发展，在电子商务迅速普及下，

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率也快速提升。中国在发行和设计央行数字

货币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众所周知，我国的第三方支付位于世界

前列，这为数字货币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为我国数字货币的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4 年伊始，我国就已经开始研究（法定）

数字货币，并一直在积极筹备央行的数字人民币。2015 年，我国

就开始深入探讨研究了数字货币在我国开展的可行性。研究的问

题包括：数字人民币如何运行，以怎样的方式运行，还有对于数

字人民币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的研究，以及数字人民币全面普及

之后，对我国货币主权，以及我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影响。经过了

2016 年和 2017 年两年的充分准备与研究探讨，我国终于在 2017

年年末，由中央银行主导，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配合，

开始了对数字人民币各个体系的具体研发。并逐步在 2019 年公开

了数字人民币的研究进程，在 2020 年通过决定，开始在深圳、苏

州、雄安新区等不同城市进行试点发放数字人民币。至此，数字

人民币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之中。为了 2022 年冬奥会做准备我国也

在冬奥会举办场地的周边进行试点，让其周围居民提前了解数字

人民币。2022 冬奥会的举办为我国的数字人民币推广、发行和落

地创造了良好的实验场所和发展机遇。

简单来说，数字人民币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形式，数字人民

币作为时下热点，对国家及人民的经济生产、生活和流通都有着

举足轻重的影响。为此，我们对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前景和影响因

素进行研究。

二、我国数字人民币的研究现状

（一）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结构框架的研究

姚前（2018）在《数字货币的前世与今生》中总结了区块链

技术的三个优点和五个缺点与发展方向。他指出央行数字货币体

系可具体分为两类：一元体系和二元体系。前者是指中央人民银

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后者在国际上也被称为双重架构。

二元体系在流动过程中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参与环节，由中央银行

主导发行，商业银行要向公众提供相应的数字人民币相关的服务，

如法定数字货币存取和消费等，并与央行一同推动法定数字货币

的发行和维护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范一飞（2020）也在《中国

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依据和架构选择》一文中指出数字货币的出

现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列举出法定数字货币的运

行对技术要求非常严格，必须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持才能保证其运

行过程中的安全性，其中一项重要技术是密码算法。法定数字货

币必须中心化或部分中心化，以保证效率和安全，因此在此领域

技术的创新与改造显得格外重要。孙建国等在《区块链技术与央

行数字货币的发展》一文中提到区块链技术并不是央行数字货币

必须的技术，但是依旧不可否认区块链技术仍然是央行数字货币

最具有优势的备选技术。

（二）大众对于数字人民币的了解程度

经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于数字人民币的了解

越多。试点地区的群众仅仅有 4.8% 使用过数字人民币。但是被调

查群体表示都有听说过数字人民币，但是还没有去深入地了解过

数字人民币，对于数字人民币持观望态度。

（三）数字人民币的特点

数字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具有法偿性。其进程对我国积

极主动应对数字货币的发展以及现有货币和金融体系有重大影响

和意义。我国在发行数字人民币方面，采取的方式与纸币的双层



1412022 年第 4 卷第 05 期 实践探索

发行模式相同，都是采用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结合发行。具有全

程留痕、不可篡改、可追溯性、共识机制等特点。

三、影响数字人民币推广与应用的因素

（一）需求催生数字人民币研发

尽管国家早就在 2014 年就提出了数字人民币这个概念，但是

时至今日，数字人民币也仅仅是在少数试点地区随机抽取发放。

而随着信用卡及第三方电子支付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更多地选

择在移动端进行电子资金的结算，而使用现金的次数在不断减少，

对纸钞硬币的需求越来越少。仅有极少数人对现金的需求大。在

调查中，群众认为第三方支付对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影响大占比达

68%，日常生活中仍旧会使用纸币的群众不足 1%。近些年来，移

动支付热潮到来，数字无纸化货币的时代即将到来。

（二）不同地区的认知程度差异显著

不同地区的居民对数字人民币的了解程度有显著差异，且不

同地区的居民对数字人民币与第三方支付区别的了解程度差异大。

因为目前数字人民币还处在研发阶段且只在少数地区进行试点，

没有大面积推广和使用，所以在试点地区的群众比非试点地区的

群众的了解程度更高。而试点地区的群众有使用过或者身边人使

用过数字人民币，比非试点地区的群众更加了解数字人民币与第

三方支付的区别。

（三）政府推广力度对数字人民币发展影响大

政府是否大力推广数字人民币是其能否快速发展的关键。在

调查中发现，大众认为政府推行力度对数字人民币发展的有影响

的占比达到 77%。因为目前我国推广数字人民币的主要目的，是

希望数字人民币能够代替现金的使用，而不是单纯地通过第三方

支付软件来支付。

（四）应用时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影响使用意愿

根据调查显示，在影响使用数字人民币的因素中，选择“便

利性”占比高达 95%，“安全性”占比也达到了 87%。一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纸币和硬币时，往往不易携带和储存，而且容

易破损或丢失，造成了很多不便，甚至有时还会收到假币而受到

损失。另一方面，在使用第三方支付软件时，如果手机信号不好

或没网络，将无法进行支付。当今，人们使用第三方平台支付后，

有些平台会追踪并获取大量用户的账户信息、交易信息、信用信

息等，让人们对个人信息安全非常担忧。

（五）人们希望使用权益得到保障

就像第三方支付刚开始普及时大众对于它的态度，许多不知

情的群众对其保持观望的态度。国家要想要普及数字人民币就还

需要保障使用者的权益。当前，随着数字人民币在试点地区的发

行，普通群众对其的参与热情也不断提升，在部分普通群众还对

数字人民币的具体内容以及使用方法缺乏了解，但是又好奇想积

极参与到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中去。数字人民币良好的发展趋势也

吸引了一些不法之徒的出现，他们“借用”数字人民币的名义在

公开资产平台开展一系列的交易活动，通过诱导人们点击有关“数

字人民币”链接来获取利益，导致群众出现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的情况。所以在调查中，有 96% 人们希望能保障使用者的权益。

四、政府推广数字人民币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工作，扩大试点范围

在宣传数字人民币方面，国家通过微信小程序、新闻联播等

不同的平台扩大宣传的范围以及方式，借数字货币之手普及我国

的数字人民币，也可以很好地通过对比的方式来区别数字人民币

与其他数字货币的区别。大众或出于各方面不同的原因担心数字

人民币的使用方式是否完善，进而对数字人民币使用产生抵触的

情绪，影响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和普及。政府则需要不断地扩大试

点地区和银行机构的范围，将更多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内陆地区、

中小银行及第三方支付机构纳入试点，使其能够发挥其自身的优

势，扩大宣传的广度和深度，让更多的群众尤其是全国不同地区

与人口密集的区域的人们加深对数字人民币的了解，积极地参与

到数字人民币使用当中去。将数字人民币相关知识纳入金融知识

进万家宣传活动之中，组织金融机构深入人口密集地区开展广泛

的宣传活动。同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等官方渠道可以利用广播、

电视、报刊等各种媒体做好宣传的配合工作，同时也要加强社区

宣传，使数字人民币真正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通过多种不同方

式的宣传，以达到逐步减少数字人民币在推广过程中，减少群众

存在的各种疑虑的问题，让广大群众能真正自愿接受并积极主动

去使用数字人民币，同时掌握数字人民币防假识假的辨别能力，

共同维护数字人民币的正常流通，一起为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和发

展奠定夯实的基础。

（二）建立监管机制，完善法律法规

坚持在中心化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有关数字人民币的新

型的监管机制，保证数字人民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健全现有的

法律制度，充分发挥数字人民币在货币政策中的优势，以维护金

融体系有序的稳定和经济持续的健康发展。健全数字时代下的的

中央银行机制监管准则，进一步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以及

使用和监管提供制度支持。立法部门要根据数字人民币的基本使

用准则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证数字人民币使用时的有法可依、

有法可循。要完善相应的监管框架，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对传统货

币的监管框架进行调整和完善，将新型监管元素加入已有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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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迎接数字人民币带来的新挑战。相关部门也可以在已有监

管框架下引入穿透式监管，借助穿透式监管的优势打破行业监管

壁垒，防止各类不同金融风险的发生。因此，对于数字人民币的

监管，要做到始终重视，还要不断的提升相关监察机构的监管能力，

确保其监管的信息具有时效性。利用穿透式的监管可以进一步把

控数字人民币的来源、运用及其去向，精准识别存在的金融风险，

不断提高金融穿透监管的能力。

（三）注重隐私保护，保障支付安全

在针对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安全方面，政府应当不断地去升级

其安全保护性，通过大量的实践去掌握其的不足之处，从而进一

步地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消费者使用时的安全性。在技术安全性

方面，要防范不法分子私自开发数字钱包，威胁现有的货币秩序，

造成严重的信息泄露风险和社会问题。央行应加大对数字人民币

的完善力度，尤其加强对新兴的区块链、数字加密等技术的投入。

在消费者使用数字人民币的同时，也必须要保护消费者的个人隐

私问题。通过各方面的技术做到用户交易过程不被不法分子所知，

以此来进一步地保护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这样才可以使数字人民

币更快地推广与普及，也更快地能被大众所接受。

（四）加强开放合作，拓宽应用场景

引导国内各类企业助力数字人民币发展，加强与国外相关企

业的交流与合作。运用好不同龙头性企业对于数字人民币的推广，

在自己企业所在的领域里做好带头作用，央行应变更“一刀切”

的禁止措施，要注意释放民企在推广央行数字人民币的数字人民

币方面的潜力，如利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所拥有的广大用户基础，

助力推广数字人民币在现实经济生活之中的应用环境。积极构建

基于本国法定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体系，通过近些年我国在国际

舞台上活动的身影，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 65 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去构建一个数字人民币在不同国家的应

用场景，为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积极探索数字化、

信息化时代的应用场景借助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数字人民币的发

展提供支持。物联网技术未来会成为数字人民币应用过程中很重

要的技术，包括双离线支付、可穿戴硬件钱包等这些都与物联网

技术发展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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