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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不带钱包生活一天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一家外媒记者不久前曾做过这样一
个实验。结果是，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一切都既轻松又方便。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北京市民小王平时在公司附近的芳
草地吃饭、购物都是通过刷卡或第三方支付软件支付费用，在停车场，她开始习惯
使用苹果支付（Apple Pay）支付停车费。

据了解，除苹果支付等手机云闪付支付，芳草地停车场也支持银行卡闪付。近期，
还出现了通过微信支付的“停简单”。从全国范围来说，各地停车场依然更多采用
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但在更多的大众消费领域，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现金消
费支付正在逐步让位于更加便捷的刷卡支付、移动支付和第三方支付。4月29日，
面包新语微信支付旗舰店在深圳南山正式亮相，这家线下实体店正式和现金“告别
”，或许更加能让人们感知现金从生活中隐去的速度。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货币从来都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经济活动发展而演化的
，从早期的实物货币、商品货币到后来的信用货币，都是适应人类商业社会发展的
自然选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如是表述。

在陕西省铜川市的红色旅游小镇照金，记者注意到，旅游区周边的商户基本都支持
银行卡闪付，不仅方便了游客消费，而且减少了找零钱或出现假币给商户带来的烦
恼。据统计，自2015年8月各商户统一升级POS机具至今，区内共发生闪付3809笔
，金额93.5万元。

在700多公里以外的宁夏，记者从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了解到，2005年以来，宁
夏地区M0（流通中现金）占M2（广义货币）的比例长期呈下降趋势。

“实际上，货币形态是与清算方式密切相关的。”乐视高级副总裁王永利表示，随
着社会上资金清算由以现金实物清算为主转化为以清算机构的记账清算为主，货币
形态也由现金更多地表现为记账货币，流通中现金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不断降低。
到2015年末，我国M2余额为139.23万亿元，而M0余额仅为6.32万亿元，流通中
现金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已经降低到5%以下。

曾几何时，以现金、票据为信任基础的商品交易支撑了数个世纪的社会繁荣。现如
今，现金在人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趋弱化，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国际清
算银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19个最大经济体的M0余额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
9%，2010年这一数据则为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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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周小川所言，“作为上一代的货币，纸币技术含量低，从安全、成本等角度看
，被新技术、新产品取代是大势所趋。”

全国现金净投放规模逐年减小

金融始于支付。从最初的以物易物，到早期票号的通兑通存，当代大众熟悉的现金
交易、刷卡消费，再到近几年兴起的网上银行、移动商务，支付革命不断上演。

“能不能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这也许是餐厅服务员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海南、
云南等地则陆续推出“无现金景区”。那么现在来看，现金时代是否已经接近尾声
？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2009年至2014年，M0以平均每年约11%的速度增长
，5年合计增长约69%，不过，这期间年度现金的净投放规模却出现转折。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影响，2014年全国净投放现金1701亿元，同比下降达56.4%
。这一规模与2004年基本相当，为1722亿元。此后，全国年度现金净投放量于20
10年达到6381亿元，创历史新高。此后的2011年和2012年，全国累计净投放现金
为6120亿元和3911亿元，同比分别下降4%和36.1%。

从北京地区的情况来看，2008年至2011年，北京地区现金运行连续4年呈现净投放
格局，2011年发行基金投放同比增长13.58%，回笼同比增长10.16%，净投放268
亿元，同比增长56.73%。2012年和2013年，北京地区净投放虽然仍实现6.13%和
11.85%的增长，但发行基金投放却分别同比下降2.79%和0.43%。

某商业银行北京分行现金储运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在该行设立的发行基金代保管库现金发行量的确呈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并不大，
2015年约同比下降5%左右。

“发行量减少较多的是1元、5元、10元等辅币，这与近年来移动支付手段的兴起有
关。不过百元券的发行量并没有太大变化，因为老年人仍然更多地依赖支取现金来
进行消费支付和转账汇款。”该负责人介绍。

同样的现象在欧洲北部的挪威也正在发生。有数据显示，目前，每天只有6%的挪
威人在使用现金，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事实上，在挪威已经有数家银行关闭了部
分支行的现金业务。另据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近期计划停止生产1美分硬币，包
括瑞典、芬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以色列、巴西、荷兰在内的一些国家
已经废除了各自货币中小面额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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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地区现金需求量依然较大

在全国现金投放量呈逐年下降趋势的背景下，深圳——这一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
区，现金投放在2013年至2015年依然保持平稳态势。

“一方面，年度现金投放量与回笼量尽管月度会有此起彼落，但每年的同比增减幅
度均保持在5%之内，最小增减幅度不超过2%。”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有关部
门负责人介绍，“另一方面，深圳发行库的现金净投放量虽然近两年呈现逐步回落
趋势（净投放量年均同比下降5.92%），但从总体规模来看，现金净投放总量近3
年未有较大幅度波动。”

关于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该负责人表示，境外人民币现钞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拉低
了深圳分库的现金净投放量。

据了解，人行深圳中支在香港设立的中银香港代保管库主要承担境外大部分地区人
民币现钞的供应和回流工作，也就是说，深圳发行库的现金数据包括境外人民币现
钞的投放和回笼数据。

“近年来，香港、台湾以及境外其他地区的人民币现钞持续保持净回笼态势，若剔
除境外现钞因素，2015年深圳地区的现金净投放同比呈小幅上涨态势。”该负责人
表示。

辅币发行数量方面，据了解，人民币流通净化工程的深入推进及广东当地风俗习惯
促使辅币投放数量的增加。受广东地区过年封“利是”风俗影响，春节旺季期间社
会公众对20元、10元和5元的人民币现钞依然保持较高的需求。

在西南边境的云南地区，记者了解到，云南省现金净投放规模自2010年起逐年下降
，并于2015年首次出现年度现金净回笼。在这一背景下，云南省8个沿边州市中仍
有7个州市为净投放，表明沿边、边疆地区现金需求量依然较大。

在内蒙古中北部与蒙古国接壤的二连浩特市，当地人民银行负责人介绍，二连浩特
市对蒙古国供应人民币现钞的最高峰出现在2011年，金额达到38亿元，但有意思
的是，同期人民银行对二连浩特市地区商业银行的现金投放量只有32亿元，“这个
现象表明商业银行将部分回笼现金又提供给了蒙古国。”

据悉，5年前，美元还是中蒙边贸的首选货币，现在人民币已经成为中蒙边贸的硬
通货，中蒙跨境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占到83%。

移动支付等非现金支付业务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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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金印制成本高，且在发行、收兑、清点、保管、回收、销毁等环节还要占用
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降低现金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减少现钞的发行和流通是全
世界的共同潮流和必然趋势。王永利还表示，现金实物的转移和流通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监管真空会增加洗钱、恐怖融资、偷税漏税、商业贿赂等风险隐患。

当下，与现金净投放规模逐年递减同步出现的是非现金支付业务的迅猛发展。银行
卡交易方面，央行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交易852.29亿
笔，同比增长43.07%；金额669.82万亿元，同比增长48.88%。

今年2月，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和芷江菜市场共同打造的智慧菜场拉开了菜市场移动
支付新体验的帷幕。每日必到菜场的张阿姨如今刷女儿送的苹果手机买菜，兴奋之
余更多的是分享体验：“没想到用苹果支付能这么快，以后我也要学着多用用。”

据了解，智慧菜场项目是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一项创新工程，旨在推动电子交易发
展，建立开放的金融支付生态圈，改变居民传统的支付方式。据媒体报道，2015年
有3.58亿中国人曾使用移动设备进行支付，这大约占到了中国网民的一半，比2014
年增加近2/3。

在深圳地区，支持深圳卡、银行卡、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支付方式的智能支付
终端已经在出租车上安装使用，乘客只需将卡片或手机轻松一挥便可完成支付。记
者从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了解到，北京地区将在今年首批改造1万台出租车支持闪
付和云闪付，并正在布局将其推广至部分停车场、火车站售票窗口和机场商圈。

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电子支付方式进军民生领域是其快速增长势头的一个缩影。20
15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生电子支付业务1052.34亿笔，金额2506.23万亿元。
其中，移动支付业务138.37亿笔，金额108.22万亿元，分别是2013年的8倍和11倍
。

第三方支付方面，2015年非银行支付机构累计发生网络支付业务821.45亿笔，金
额49.4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9.51%和100.16%。

使用第三方支付软件是人们在信任方面跨出的一大步。eMarketer发布的研究报告
显示，中国2015年手机移动互联网的零售额达到3340亿美元，是美国市场规模的4
倍以上；支付宝交易额则是Paypal的3倍多。这些似乎都印证了中国的互联网支付
已经成为世界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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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账户的非现金支付体系进一步完善

与银行相比，第三方支付机构给消费者带来更加便利的支付体验，但由于许多创新
走到了监管前面，部分环节蕴含潜在风险，因此如何处理好支付效率与风险的“跷
跷板”成为第三方支付监管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银行也在思考如何在保障资金
安全的同时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支付需求。

今年4月1日起，央行已经开始运行新的银行账户体系，7月1日则将开始运行新的非
银行支付账户体系。

关于新的银行账户体系，具体而言，以往和今后通过银行柜面开立的账户划为全功
能的Ⅰ类银行账户；依托Ⅰ类账户，开户申请人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柜员机和智能柜
员机等自助机具、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开立Ⅱ类银行账户或Ⅲ类银行账
户。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有关负责人表示，Ⅱ类账户可满足直销银行、网上理财产
品等支付需求，设置单日支付限额10000元；Ⅲ类账户仅能用于办理小额消费及云
闪付、免密支付等快捷支付，并设有1000元的资金限额。

此次有条件地放开远程开户也给定位于互联网银行的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解除了发
展限制。微众银行副行长黄黎明表示，现在已经可以开立Ⅱ类、Ⅲ类账户。

第三方支付方面，个人支付账户也分为Ⅰ、Ⅱ、Ⅲ三类，对应的功能和付款限额逐
级增加，分别至少需要1个、3个、5个外部渠道验证身份。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研
究院院长黄震表示，Ⅰ类账户交易额相对低，实现快捷；Ⅱ类和Ⅲ类账户实名验证
强度较高，需要经过多层交叉验证，验证强度越高，转账限额越高，既满足客户常
用小额转账的便捷性，又为信息和资金安全加了“防护墙”。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个人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采取以上方式划分的目
的是要适应消费者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支付需求，在安全和便捷之间达成平
衡，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检验。

数字货币：货币体系即将面临的重大变革

当今中国，在现金净投放规模逐年减少、移动支付不断突破想象的同时，由中央银
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也将走入人们的生活。中国人民银行在2016年年初召开的数字货
币研讨会上首次向外界提及此方面考虑。

众所周知，货币最重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清华大学副研究员张伟表示
，商品货币从实物到金属再到信用货币，货币本身的具体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从
这个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货币越来越向一种符号的方向去发展，而货币本身不一定

                                    5 / 7



智行理财网
现金隐形记 中国快速步入非现金支付时代

要有价值。

关于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的属性，专家给出了以下几个满足条件：非稀缺性、价值
稳定、低成本或零成本、不可伪造或篡改，并能赢得共同的信仰。

“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就不是数字货币，只能算是纸币的电子化。”零壹财经研
究院院长李耀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发行数字货币可以降低传统纸币发行、流通的高昂成本，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
利性和透明度，减少洗钱、逃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提升央行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流
通的控制力，更好地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助力普惠金融的全面实现。”人民银行
表示，未来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还有助于我国建设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
，进一步完善我国支付体系，提升支付清算效率，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对于数字货币背后的技术支撑，英格兰银行主管货币政策的副行长本·布劳德本特曾
提及“分布式记账”，即分散化的虚拟清算和资产登记。它可以提供一种全新的资
产交易和持有方式，对货币来说亦是如此。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采用
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来确保数字货币体系的安全，其中包括运
用密码算法在内的多种信息技术手段来保障数字货币的不可伪造性。

“推出并流通数字货币，需要应用互联网新技术构建全新的货币体系，进而将对传
统的货币发行、货币政策、清算体系、金融体系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是一项非常
复杂并充满挑战的艰巨任务。”王永利表示，数字货币发行和业务运行的架构设计
、关键技术和系统开发、流通环境、法律法规以及数字货币与原有货币的关系等诸
多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

对于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必要性，李耀东还表示，这将更多体现在跨境支付方面。
目前大多数国家使用的SWIFT系统跨境结算效率仍然较低，这是因为跨境支付结算
需要解决的信任的问题比较多，支付机构在建立双方信任方面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而数字货币能够用技术手段来取代信任成本，将大大提升效率，有利于跨境支付
从“去中心”走向“去中介”。

“此外，数字货币将来用于借贷将有可能影响货币乘数效应的发挥。”李耀东表示
，不同于传统记账式的货币可以解决货币乘数的问题，虚拟的货币如何解决货币乘
数的问题仍需考虑，其大规模扩张将进而引起对货币总量进行合理定义的技术问题
。在当下关注货币总量增长的货币政策体系中，货币的度量将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提
出新挑战。

王永利直言，人民银行宣告要研究推出的数字货币不是指现有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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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而应该是基于互联网新技术推出的全新的加密电子货币体系，这无疑是一场
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

热门文章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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