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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释疑：纸币不会因此缩水，但可能会减少流通

央行拟发行数字货币 盘点：
2015 年消费投诉热点
201 5 年，哪些事成为消费投诉热

点？中国消费者协会1 月 25日公布了
201 5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

远程购物投诉高发

以网络购物、电视购物为代表的
远程购物成为消费者投诉的多发领
域。201 5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远程
购物投诉约 2 万件，占销售服务类投
诉的近七成。

除了电商平台和电视购物外，刷
爆朋友圈的微商也正在成为消费投
诉的难点。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介
绍，由于大部分微商是个人对个人的
交易行为，且微商纳入政府监管的时
间并不长，尚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微
商缺乏信用保证体系，如出现消费纠
纷，消费者维权难；二是一些微商存
在虚假宣传行为，实物与宣传不符；
三是部分微商的“积赞”等活动难以
兑现承诺。

跨国跨境投诉成为新热点

“海淘”变热了，问题也随之而
来。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消费形式
不断兴起，跨国跨境消费投诉呈现激
增态势。

董祝礼说，由于我国跨境消费维
权机制尚未建立，跨境消费维权难度
很大。

他介绍，在跨境旅游中，部分旅
行社、导游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诈消费
者或强制消费者购物；跨境电商代购
商品的质量存在问题，且跨境商品的
售后服务不完善。

预付卡消费欺诈成顽疾

201 5 年底，深圳“水果营行”门店
关闭导致消费者的会员卡无法继续
使用。目前，各地类似的预付卡消费
欺诈事件频发，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消
费投诉的热点。

董祝礼表示，预付卡消费领域中，
部分经营者利用其变相融资、集资、诈
骗甚至跑路；同时，存在服务与宣传不
符，服务缩水的现象；还有的经营者利
用不合理格式条款限制预付卡使用期
限，甚至排除消费者退卡权利。

消费者信息安全难保障

不少消费者反映，购买商品后，
不断收到商家的广告“轰炸”，还有的
消费者因为泄露了个人信息，而被不
法分子诈骗。个人信息安全成为 201 5
年消费投诉的热点之一。

董祝礼说，消费者信息泄露的发
生，一是由于经营者没有采取有效措
施保障消费者信息安全；二是部分经
营者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牟利。新修
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
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
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
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此外，食品安全问题仍是消费投
诉热点，快递类、汽车类投诉也大幅
增加。

1 月 20 日晚间，央行官
网发文称，当日中国人民银
行数字货币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进一步明确央行发行数
字货币的战略目标，做好关
键技术攻关，研究数字货币
的多场景应用，争取早日推
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为何要推广数字货币？

发行数字货币有什么作
用？手中的纸币会不会缩
水？数字货币与比特币有
什么区别？有关专家进行
了专业释疑。

释疑 1
手中的纸币会缩水吗？

数字货币发行之后，会改变货币流
通量吗？那么我们手中的货币会因货币
增发而缩水吗？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
所长黄震表示，数字货币主要是指货币
形态，不会引发货币缩水。货币的发行规
模依然由央行控制，而至于发行纸币还
是数字货币只是形态的变化。

另外，黄震提到，现在发行数字货币尚
处于探讨阶段，是一种货币价值符号的创新
机制，很多问题还在研究中。不过，人们在实
践中已经越来越趋向于使用电子银行、电子
支付，而不愿携带纸币。在此趋势下，以后市
面上流通的纸币可能会随之减少。

释疑 2�
有电子支付为何还要数字货币？

央行提出尽快推出数字货币之后，
有评论认为，现在的电子结算已经非常
便捷,为何还要花工夫去做数字货币。

对此，华融证券财富管理中心副总
经理肖波表示，在数字货币还没有带来
大变革之前，目前电子支付与所谓的数
字货币还比较接近，交易时所用的钱都
是通过银行账户进来的，都受到央行发
行货币规模的控制。

不过，黄震进一步指出，央行所推行
的数字货币很有可能会改变货币的发行
技术，目前的电子支付只是将纸币价值
转到网上传输，而未来数字货币可能在
区块链上建立账本，不会被人篡改，而电
子支付只是单向记账。

（注：区块链是指通过去中心化和去
信任的方式集体维护一个可靠数据库的
技术方案， 区块链技术正是支撑比特币
的技术，也被这次研讨会所提及。 ）

释疑 3
未来将会没有纸币？

虽然比特币作为非官方货币前景未
明，但央行推进数字货币却被视为官方
对货币发行、流通机制的一次破冰。那

么，未来纸币会退出历史吗？
在黄震看来，未来可能没有纸币，整

个金融业也将会数字化，这是大趋势。
要实现数字货币并非易事。有业内人

士透露，数字货币要成为价值交换载体就
要保证其安全性、便利性，还有很多技术性
问题要解决。而数字货币替代纸币，在发行
和流通中，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不过，中短期来看，纸币依然会存
在，肖波认为，零星纸币还是会有的，即
使在电子交易高度发达的美国，出租车
消费等小额支付依然在用现金完成。

释疑 4
数字货币就是比特币吗？

同样与互联网技术紧密相关，同样
有着支付和流通的属性，央行的“数字货
币”和比特币有着密切联系。但比特币是
一种数字货币，但数字货币不仅仅是比
特币这一种形式。尽管现在央行“数字货
币”的面纱还没有掀起，但和比特币必定
有很多不同之处。

a.发行方不同
货币大多有一个发行方，比如人民

币就是由央行统一印制、发行的。
但比特币没有一个集中的发行方，

而是基于一种算法随机生成，任何人都
可以开采、购买、出售或收取比特币。

b.获取方式不同
比特币是一些掌握算法的人不懈“开

采”出来的，这些名副其实的 IT高手，需要
用电脑搜寻 64位的数字，然后通过反复解
密与其他淘金者相互竞争，为比特币网络
提供所需的数字，获得相应的比特币。

但是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势必得面
向全国人民，而非一些网络高手。

c.定价不同
面对越来越难“挖”的比特币，不少

高手像升级打怪一样越发精力充沛。随
着“挖掘”难度不断增加，比特币的价格
也不断飙升，高低起伏波动较大。

一款国家货币得尽力保持自身稳
定，定价自然不可能根据获取的难易性，
像收藏品一样，因为稀缺性定价。

d.使用范围不同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均

未承认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可能一些机

构表示接受比特币捐款，一些超市也曾表
示可以用比特币支付，但是这只是在很小
的范围内。

作为一个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一定
要能满足最大范围的支付需求，尤其是随
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演
进，全球支付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
央行的数字货币需要满足全球支付需求。

释疑 5
数字货币有无先例？

货币网创始人李林表示，国家层面的
官方货币机构发行的数字货币还没有先
例。不过，作为数字货币的一种，比特币
于 2009 年起在全球流通。“而央行此次提
到的区块链技术，实际上是比特币发行与
流通的支撑技术。”

比特币在中国走红，中国一度占据全
球 60%的比特币交易。不过，2013 年 12
月，央行等五部委下发的《关于防范比特
币风险的通知》认为，比特币是一种特定
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
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
用。比特币交易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商
品买卖行为，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
下，拥有参与的自由。

释疑 6
为何能减少逃漏税行为？

研究认为发行数字货币可减少洗钱、
逃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

在肖波看来，目前分散的金融机构都
有很多内部账本，而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
的应用，将建立全国统一账本，让每一笔
钱都可以追溯，每一次交易行为都可以追
溯，逃漏税、洗钱行为会在监管范围内，甚
至有可能实现在刷卡机上自动扣税。

目前刷卡消费正在成为习惯，肖波
表示，未来数字货币推广后，从社会信
用积累的角度，企业和消费者都会倾
向于使用数字货币、刷卡消费，因为电
子交易有数据痕迹，可以据此积累企
业和个人的信用，这会成为获得银行
等金融服务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