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人民币归入现金符合支付发展趋势

自 2022 年 12 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人民币和实物人民币一

并统计，即“流通中货币（M0）”含流通中数字人民币。

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口径，我国货币供应量划分为流通

中货币（M0）、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三个层次。其中，

M0 是指银行体系以外各个单位的库存现金和居民的手持现金之和。

在我国，由于以活期存款为依据签发的支票和银行卡在使用中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居民手中的现金是支付最方便的金融工具，所以，我国

把流通中的现金列为货币供应量的第一个层次。

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数字货币研发，2017 年开始组织商业

机构共同开展法定数字人民币（e-CNY）研发试验。数字人民币的发

展初期主要是立足于国内支付系统现代化，充分满足公众日常支付需

要，为零售支付系统提高效能、降低成本。数字人民币本质上是以国

家信用为支撑，以电子形式发布的，具有和纸币一样的支付、记账和

价值储存功能的法定货币，是一种安全性较高的金融工具。数字人民

币是人民币的数字形式，与实物人民币长期并存，与传统电子支付工

具长期并存。

M0 数字化符合我国支付发展趋势。全球范围内，央行数字货币

分为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与实

物人民币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经济价值，并构成基本货币供应的一部

分，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求，属于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也



就是说，数字人民币主要是服务老百姓，用于批发零售、餐饮文旅、

教育医疗、公共交通、政务缴费、税收征缴、补贴发放等领域，也有

多地政府部门探索以数字人民币形式将员工工资发放至个人数字人

民币钱包。

分析数字人民币纳入 M0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明确了数字人民币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位，以实际

行动宣告了数字人民币的目标和愿景是创建一种以满足数字经济条

件下公众现金需求为目的、数字形式的人民币。

其次，是符合我国当下支付发展国情的一种理性选择。我国一直

支持电子支付健康发展，移动支付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创新，且

成功地培养了国民的手机支付习惯。因此，发展零售型数字人民币有

助于提高国内消费者对数字人民币的接纳程度。

再次，是权衡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货币的最优选择。我国对数字

货币的探索，相对其他主要经济体较为超前，既要有序加速扩容数字

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又要兼顾数字人民币生态格局构建过程中的法律

规范问题。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按照现金进行规范管理，较好地

满足了经济发展需要和平衡各方关系。当然，数字人民币的定位也将

随着不断推广运行与时俱进进行调整。

有研究指出，尽快明确数字人民币属于现金的定位，还原其属于

存款的本质，积极将现有的人民币（包括现金和存款等）进行置换，

并通过央行再贷款和银行信贷等方式扩大投放，体现数字人民币作为

法定货币的权威性，可以推动金融业态与货币管理产生深刻变化。但



是，考虑到数字人民币涉及的利益方错综复杂，系统设计、技术保障

和生态建设不是旦夕之功。当前“先现金后存款、先零售后批发”的

设想与安排，有可能增加一些设计和运行投入，但这种渐进式的制度

变迁有利于减少摩擦成本，避免短期内对现行金融体系造成过大冲击，

促进金融制度体系更有效地支撑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内外组

织和公众对数字人民币的接纳程度。

法定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价值贮藏、交换媒介，提高货

币流通效率、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经济发展是货币形态演变的主

要目标。长期看，从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服务国家战略的角度，数字

人民币的定位应该是改进现有的支付系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包括形

成存款、支付结算、缴纳税费、发放贷款等）均应接纳数字人民币，

为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探索有效路径，满足国际社会需要。数字人民

币全面推广运行将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在今后修改

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人民币管理条例时，需明确人民币包括实物和数字

两种形式。

数字人民币是新生事物，自试点启动以来，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交易金额、存量不断增加，增进了公众对数字人民币的认识，验证了

数字人民币的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

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未来，我国将从完善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

规则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优化数字人民币体系设计，有序推进数字

人民币试点，进一步扩容应用场景，完善数字人民币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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