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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数字货币发展向好  

推高金融IT产业 
 

人民币将迎来数字化时代。近日，数字人民币先行在深

圳、苏州、雄安、成都、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表示，数字人民币仍处于技术研发过程

中，不断优化功能，尚未正式落地发行。数字货币是大势所

趋，厂商亟需抓住商业银行IT系统改造、数字钱包、支付机

具及服务的市场机遇，分享数字货币带来的产业利好。 

官方网站：cnfic.com.cn 

客服热线：400-6123115 

 

 
 

 

 

 

 

 

 

 

 

 

 

 

 

 

 

 

2020 年 4月 23日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 

 



 

2 / 6 

目录 

 

一、央行数字货币：国家信用背书，防范金融风险 .......................................... 3 

二、数字货币产业链：流通和支付环节企业参与空间较大 ............................. 4 

三、数字货币或对 C 端支付产生一定挤压 ........................................................... 5 

 

 

 

 

 

 



 

3 / 6 

央行数字货币发展向好 推高金融 IT 产业 

人民币将迎来数字化时代。近日，数字人民币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冬奥场景进行

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表示，数字人民币仍处于技术研发过程中，不断优化功

能，尚未正式落地发行。数字货币大势所趋，厂商亟需抓住商业银行IT系统改造、数字钱包、支

付机具及服务的市场机遇，分享数字货币带来的产业利好。 

一、央行数字货币：国家信用背书，防范金融风险 

六年探索，数字人民币内部封测进行中，立足于“央行-国有大行/电信运营商-技术配套企

业”组织架构，中国或将在全球竞赛中拔得头筹。近日，数字人民币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

成都、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表示，数字人民币仍处于技术研发

过程中，不断优化功能，尚未正式落地发行。 

早在2014年，中国就开始探索数字货币，重点研究数字货币技术、发行流通环境、法律法规、

国际经验。2016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讨会召开，要求推进数字货币研究工作，重点包括

战略研究、技术攻关、场景应用。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正式成立，承担数字货币

和金融科技研发、标准规划职能。2019年11月，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第八届中国支付清算论

坛”上表示，央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在坚持双层投放、M0替代、可控匿名前提下，已基本完成顶

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目前，数字人民币仍处于应用场景测试阶段。

基于基础设施、软硬件底层技术优势，央行统筹国有大行、电信运营商、技术配套企业，数字人

民币在发行端有望实现突破。 

数字人民币第一要义是维护国家货币主权。人民银行数字货币英文简称为DC/EP，其中DC即

digital currency（数字货币）；EP即electronic payment（电子支付）。央行数字货币DC/EP与

Facebook数字货币Libra在组织层面、技术层面以及运营层面都有诸多不同。从组织层面看，Libra

协会负责制定网络与资产储备管理框架。协会成员多元化，涉及万事达、Visa、PayPal等支付巨

头、eBay电商/技术平台、比特币公司Coinbase、非营利组织、学术组织、多边组织，利益诉求各

有不同，流动性较大。从技术层面看，Facebook主导Libra技术开发，采用联盟链的支付架构，

Libra数字货币定位于中心化钱包/国际化货币。从运营层面看，Libra初期是单一企业发行的代

币，有可能成为超主权货币，难以监管。央行DC/EP在组织、技术、运营层面不像Facebook Libra

有过于复杂的利益纠葛。央行以自研自控的方式守住数字人民币产业链入口，维护国家货币主

权。随后，央行采取“双层投放和运营模式”（央行发放数字货币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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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兑换给民众）。DC/EP体系中的“两库”指的就是央行发行库和商业银行的银行库。在发行端

法定货币试点测试、银行IT系统改造升级方面，企业有一定参与机会。 

在无纸化背景下，法定数字货币突破三方支付诸多限制，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然。第三方支

付服务通常做法是服务商开立支付结算账户，代收买方款项，再付款给卖方，属于特许经营。面

临银行交易系统限制，第三方支付普遍存在资金滞留的情况，如若监管不到位，可能存在套现、

资金转移。央行数字货币具备“双离线”功能，在无网络、未绑定账户的情况下，可随时支付。

付款方需求经过密钥认证确认交易，系统发送支付信息至数字货币系统，数字货币生效后，再经

过密钥确认送达收款方。央行数字货币划拨属于近场交易，以密钥形式鉴别身份信息真伪，精准

发放货币。DC/EP体系包括“三中心”，除开认证中心，还包括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分别

负责权属登记和流水清算、行为分析和指标监控。数字货币将通过数字钱包发放，数字钱包根据

应用类型划分为不同标识，具备可追溯的特点，利于穿透式监管。另外，数字货币相当于电子版

人民币，直接减少纸钞印制，且不存在第三方支付交易成本。 

二、数字货币产业链：流通和支付环节企业参与空间较大 

数字货币产业链分为上游发行端（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向公众“二次发行”数字货

币，是产业链的核心）、中游流通端（数字钱包，是装载数字货币的工具）、下游支付端（支付系

统和机具）。央行印制科学技术研究所表示，数字货币将给银行带来三套新增系统，包括核心系统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系统、商业银行数字货币钱包系统以及认证系统。三套新系统对数字货币产

业链上游商业银行信息安全维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较于上游的市场机会，厂商在中游流通端

商业银行数字钱包开发运维环节参与度可能更大。 

央行严守数字货币产业链入口，在上游发行端第二层，商业银行IT系统改造升级蕴含市场机

会。数字货币产业链上游发行端，第一层主要是央行以自研自控的方式发行数字货币；第二层是

商业银行代理投放数字货币，商业银行相当于央行的执行者。数字货币实质上是加密字符串，加

密技术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技术攻关是否有三方厂商参与尚未得知。基于数字货币对M0的替代

性，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系统重建（至少是大规模改造）、数字货币银行数据库架构、数据安全防护

等需求将逐渐显现，且能通过公开招标采购让三方厂商参与进来，是市场机会所在。距离上一轮

头部商业银行IT系统建设潮已过六年，此次恰逢央行数字货币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可以预见的

是，商业银行将再度迎来IT系统改造升级热潮，从而推高金融IT产业。 

数字钱包是数字货币的装载工具，商业银行可自主选择流通技术合作企业，国内厂商在技术

储备和业务成熟度方面具备一定优势。数字钱包不同于传统银行账户，数字钱包是装M0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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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相当于流通中现金的“保管箱”；银行账户是商业银行存款贷款业务的工具，是装着M2的

“钱包”。在数字钱包运营方面，商业银行基于与客户的约定权限来管理数字钱包。由此一来，

数字货币作为加密货币的属性得以维系，数字钱包应用也是根据加密属性来灵活定制的。数字钱

包作为流通中现金的“保管箱”，实际上并不参与商业银行日终计提，对银行核心业务系统不会

造成多大影响。数字钱包并不依赖跨行支付系统，可实现点对点交易，对C端用户而言是极大的便

利。移动端钱包、桌面端钱包、网页钱包、网页插件钱包、硬件钱包有广阔的开发需求，前瞻布

局的厂商将率先受益。数字钱包大概率还是以移动端为主，其他四个作为补充手段仍有一定需

求。在保证易用的同时，厂商也应注意数字钱包安全性，底层协议、芯片特性等可能是钱包被破

解之处。 

数字货币或是支付新趋势，数字货币的“双离线”特性对支付系统和机具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下游亟需有新模块来支持部署支付终端和服务系统，更新换代浪潮迎面而来。国内头部厂商

瞄准央行数字货币应用研发机遇。具体来说，在ATM机支持数字货币与银行账户货币互换的新模块

是厂商切入数字货币下游市场的机遇所在。终端硬加密需求与数字货币交易量同步增长。除此之

外，商家用户对于数字钱包的收款、支付、转账、C2C数字币交易等功能存在较大需求。 

三、数字货币或对 C 端支付产生一定挤压 

产业链下游往往是竞争最激烈的地带。据人民银行数据，2011-2015年，央行共发放271张第

三方支付牌照。2016年8月，第一批支付牌照续展工作结束，首批获得牌照的27家机构均通过续

展，5家支付机构因业务或公司变动被合并。近年来，支付市场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C端饱和，

第三方支付竞争点从C端转移到B端。现在，央行数字货币进入封测阶段，虽未正式发行，但市场

前景似乎越来越明朗。央行数字货币主要还是针对个人用户，不计付利息，相较于纸币没有任何

差别，主要用于零售、餐饮、出行等小额、高频场景。数字货币可能首先冲击的还是现有的C端支

付市场，迫使第三方支付服务商更快地向B端转移阵地。 

综上所述，央行数字货币是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定货币，第一要义是维护国家货币主权。在无

纸化背景下，央行数字货币相当于电子版流通中的现金，突破三方支付诸多限制，不存在资金滞

留的现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至于数字货币产业链，央行严守数字货币产业链入口。在上游发

行端第二层，商业银行IT系统改造升级通过公开招标采购的方式让三方厂商参与进来，蕴含市场

机会。产业链中游，数字钱包是数字货币的装载工具，商业银行可自主选择流通技术合作企业，

国内厂商在技术储备和业务成熟度方面具备一定优势。当数字货币成为支付新趋势，其“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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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特性将对支付系统和机具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机遇所在。相较于上游的市场机会，厂商在

中游流通端商业银行数字钱包开发运维环节参与度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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