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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将美元武器化的行为进一步削弱了其国际信用，去美元浪潮在全球兴起，国

际货币体系朝向多极化发展，同时，各国的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进程稳步向前。从国际货币竞争的角度

分析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得出央行数字货币将加剧未来国际货币竞争和导致货币

竞争空间变化的结论，进而在国际法层面探求通过数字人民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例如可以《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新金融条款作为依托，加强与RCEP成员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

央行数字货币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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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2022, the US weaponization of the US dollar further weakened 
its international credit. The wave of de US dollar is rising in the world,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
etary system is moving towards multipola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in various countries is moving forward stead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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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ational currency compet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emergence of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on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oncludes that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will intensify futur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competition and lead to changes in currency competi-
tion space. Furthermore, at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explores how to promote the interna-
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through the use of digital RMB in the era of digital currency. For example, 
the new financial provisions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can be 
used as a basis to strengthen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ooperation with RCEP members Malay-
sia, Singapore, and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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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俄乌冲突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原有秩序遭受愈加猛烈的冲击。美国将美元武器化的行为进一

步削弱了其国际信用，动摇了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底层逻辑[1]。去美元浪潮在全球兴起，拉美、俄罗斯、

伊朗、东盟各国甚至欧洲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寻求用非美元货币进行贸易结算[2]。美元周期走到关

键节点，国际货币体系朝向多极化发展，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也迎来历史机遇。同时，各国的央行数字

货币的研究进程稳步向前。目前共有 130 个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98%)考虑推出数字货币。其中有一

半国家处在数字货币的后期研发、试点或发行阶段[3]。 
我国发展数字人民币的初衷是为了发展普惠金融，建设适应时代要求、安全普惠的新型零售支付基

础设施，研发数字人民币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要。我国目前进行的数字人民币货币试点工作覆

盖十多个省份[4]、2.6 亿人口，涵盖从电子商务到政府刺激计划支出等 200 种场景[3]。2023 年前半年，

我国数字人民币在金融市场的脚步加快。证监会正式批准首个数字人民币在证券市场的应用场景[5]。银

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大宗商品现货清算业务上线数字人民币清结算服务。标志着数字人民币试

点进入了清算领域。保险业也在加速布局数字人民币，其应用场景已扩展至保费缴纳、理赔等领域[6]。
而随着私人加密货币的发展，英美等传统货币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面临货币替代的风险加大，也选择

加入研发央行数字货币的队列。尤其是美国，出于对人民币崛起挤占美元地位的担忧，将央行数字货币

的研发和发行推向国家战略竞争的层面。 

2. 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 

2.1. 央行数字货币加剧未来国际货币竞争 

央行数字货币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货币使用惯性降低。尽管第三方在线支付系统已经指数级提高了

传统现金支付的结算速度，其处理和最终确定支付的过程仍旧是传统银行——代理行模式，存在较长延

迟。进出口商出于对冲汇率波动风险的需要，不会轻易改变使用币种。而如果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
如区块链，则支付不必经过中央方(例如，商业银行或中央银行)，数字代币仅需在对等系统上转移价值[7]。
因此，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交易结算，能够极大提高国内金融机构跨境交易支付结算机制的效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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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速度的提升意味着可以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这些发展将缓解国际贸易中与支付相关的摩擦，

从而降低交易成本[8]。对交易方而言，交易方对于汇率波动的顾虑将不再成为选择另一货币的障碍，因

此长期使用某一特定货币的惯性会更容易被打破。 
央行数字货币带来的第二个变化是货币兑换成本降低：在数字环境中，货币的载体是加密数字串，

如果两个采用不同账户单位的代理希望交换价值，将一个代理提供的报价转换为另一个代理能够理解的

报价单位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仅需要数秒。兑换成本较低会产生货币功能解构和网络外部性降低的结果。

首先，兑换成本降低，用户将价值储藏、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等功能寄托于一种货币的必要性也就降低

了。由于能够更自由地从多个不同资产中获得货币提供的独特服务，货币功能的解构也会随着用户的选

择而发生。具备不同货币功能优势的货币可以依靠各自的优势功能，找到自己的国际化路径。其次，在

传统货币时代，用户选择使用哪一种货币受到强大的网络外部性影响，而货币功能解构会抑制网络外部

性自我加强的过程。货币流通中的网络外部性可以这样理解：当用户数量增加，原有用户所在的用户网

络扩大。对原有用户而言，意味着其持有的货币可交易范围扩大，同时用户数量增加使其免费得到了产

品中所蕴涵的新增价值而无须为这一部分价值提供相应的补偿。随着货币的流通，该货币的网络外部性

也在自我加强。这是因为使用某一货币的用户越多，对网络外部的用户而言，使用该货币的吸引力也随

之增加，该货币的媒介功能越强[9]。而兑换成本较低所导致的货币功能的解构，意味着货币不同功能之

间的协同性降低，对网络外部性自我加强的过程产生抑制效果。例如原有用户进行交易时使用贸易中支

付功能强势的货币 A，看重金融交易功能优势的网络外用户则不会因为货币 A 的支付功能而持有该货币

并加入其所在的贸易网络[10]。 
总之，一方面，长期使用某一特定货币的惯性更容易被打破，会使现有的国际货币秩序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货币兑换成本降低导致货币功能解构，使具备不同功能优势的货币有机会找到差异化路径提

升国际化程度，而货币功能解构又会抑制货币流通中其网络外部性自我加强的过程，弱化单个货币形成

垄断地位的可能。这都是加剧未来的国际货币竞争的影响因素。 

2.2. 央行数字货币带来货币竞争空间变化 

传统意义上，一国货币国际化的空间发展路径一般是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传统意义上的最优

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s, OCA)基于地缘政治，是研究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其典型特点是通

常是参与国家的地理位置接近并且参与者有能力放弃汇率作为调整工具[11]。央行数字货币本身的数字特

性，使其天然能够穿越地理边界，从而形成超常规的国际化途径。数字网络的边界替代地理区域边界成

为新的竞争壁垒，对依赖地缘政治的固有国际货币格局带来冲击。2019 年 7 月，Harold James，Jean-Pierre 
Landau 及 Markus Brunnermeier 在专栏文章中提出，数字货币的出现颠覆了货币和支付体系，蒙代尔 1961
提出的最佳货币区理论可能会被打破。该文章首次提到一个新概念“数字货币区”(Digital Currency Areas, 
OCA)。这是一个以数字方式进行支付和交易的网络，其支付货币特定于该网络。“特定”的内涵包括以

下至少一个特征：特征一，只能在该网络部用户之间使用，不具有外部交互性。即便是网络仍然使用其

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且为该支付工具提供无限法偿性，该支付工具仍然不能在该网络外提供交易和兑换

服务。特征二，不同于已有的官方货币，该网络使用自身的记账单位[12]。 
货币区理论的转变，意味着货币竞争的阵地有所转变，交易支付平台将成为下一个国际货币竞争的

空间。2020 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公开发布了一份跨境支付报告《跨

境支付的数字货币：宏观金融的影响》。该报告认为金融市场的分裂不再是国与国的分裂，而是“数字

货币阵营”的出现，这是一种复杂型区域。以交易支付平台为中心，而不是以银行为中心[7]。国际货币

竞争的空间转为交易支付平台服务集合及货币之间的竞争。具体而言，交易支付平台是消费者、商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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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商互动的“生态系统”。平台的优势在于其能够依靠场景得到大量交易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有效

利用。其运用算法开发和优化不同场景之间的联系，得到这些场景输入的数据。在数字平台上记录和共

享的数据可用于向用户提出建议、构建信用系统或高效地将用户彼此匹配及其他各种可能性[13]。数字支

付工具将传统货币的功能与平台的功能相结合，利用数字平台的数据价值为支付结算赋能，从而产生规

模效应。 

3. 数字人民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体建议 

3.1. CBDC 跨境支付国际合作现状 

联通更多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交易支付平台，是未来与其他货币竞争及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必

要条件。现阶段，各国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平台间的互操作性较差，平台间存在深浅不一的数字鸿沟。为

了消除这种鸿沟，国际组织在积极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合作。国际货币基金(IMF)总裁乔治艾娃

(Kristalina Georgieva)于今年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的非洲央行会议上表示，IMF 现正致力开发中央银行数

字货币专用的平台[14]。他认为，“CBDC 不应该是支离破碎的国家主张。如果各国开发 CDBC 只是为

了国内部署，我们就无法充分发挥 CDBC 的功能。”平台为货币快速流通提供了技术支持，随着各国技

术能力的提高，平台在技术上实现对接只是时间问题。要实现货币跨境跨平台流通，还需要各国让渡部

分本国货币主权，在法律层面授权他国货币在本国交易支付平台上进行流通。 
当前 CBDC 跨境支付方面呈现国家“小团体”合作研究的态势，尚未形成稳定的国际合作机制。今

年 6 月，以色列、挪威和瑞典的央行合作的 Project Icebreaker 宣告完成。新加坡金管局、法国银行、瑞

士国家银行联合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进行的第一个跨中心合作项目Project Mariana也发布了期中报告。

目前有 12 个多国“跨境”项目正在进行中。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在国际组织和货币当局合

作框架下，与国际清算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发起的多边央行数字货

币桥项目，于去年成功组织 20 家商业银行完成国际首例基于真实交易场景的试点测试。未来将形成央行

数字货币跨境应用范例，推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成为新型国际跨境支付基础设施。该项目希望能够实

现不同司法辖区的本地化运行，增强多边互信。 

3.2. 以国际条约为依据考虑国际合作 

目前国际条约层面可以作为 CBDC 合作依托的重要依据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二者均涉及金融服务的规定。其中 RCEP 第

八章服务贸易章节的金融服务附件第三条规定代表了我国金融领域的最高承诺水平。首次引入了新金融

服务、金融信息转移和处理规则。RCEP 第八章第一条第四款中对新金融服务进行了定义：“指未在一

缔约方领土内提供，但已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提供和被监管的金融服务。这可能包括与现有及新产品或

者产品交付方式有关的一项服务。”使用央行数字货币提供清结算服务属于基础金融服务，符合该定义

的本质特征。而新金融服务的“新”是相对于东道国而言，体现在该服务“未在一缔约方领土内提供”。

此外与 CPTPP 等其他自贸协定不同，RCEP 中的新金融服务具有规范性。对于提供服务的一方而言，该

服务需要已在领土内被提供和监管。RCEP 已于去年正式生效，因此我国可考虑向 RCEP 参与国提供央

行数字货币清结算服务。新金融服务条款针对的是国际服务贸易中涉及的金融服务问题，新金融服务仅

作为服务贸易的附件出现。但是有 RCEP 谈判经验在前，该条款可以作为央行数字货币清结算业务专门

合作的基础。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在 RCEP 框架内尝试央行数字货币的合作，应当注意的是，如果

要以 RCEP 新金融条款作为依托，开展央行数字货币合作，前提条件是实现我国对央行数字货币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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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人民币业务开展已在全国各地方各领域遍地开花，但监管方面尚未出台专门法律。要开展对外

合作，法律稳定性是合作方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我国应尽快进行监管立法。 
RCEP 成员中，中国可以加强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合作。原因如下：第一，

2022 年的 G20 峰会上，马来西亚中央银行(BNM)、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和泰国银行(BOT)联合东南

亚印度尼西亚银行(BI)、菲律宾银行(BSP)签署了《区域支付互联互通合作谅解备忘录》。上述五国央行

此前透露将整合在线支付系统，以各国当地货币结算而不必转换成美元，说明其有意向发展本币结算；

第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都在积极研究或试点央行数字货币。在东南亚，传统银行的主导地位

依旧稳固。除新加坡外，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金融机构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由于受监管部门限制，在开户、

结算、兑换等基础金融合作存在困难。而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结算，采用 DLT 技术，无需开设银行存款账

户，不需要冗长的转换机制和不同银行间合作，不依赖代理银行模式，大大降低监管成本，能够改善基

础金融合作的困境。对于 RCEP 其他成员国，暂不具备合作条件。一是从货币使用习惯看，部分经济发

展水平差的国家，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竞争力差，对美元高度依赖，没有与他国进行本币合作的意愿。

二是尽管有的国家有意愿进行双边合作，但不符合我国开展双边本币合作的硬性条件[15]。 
除了区域性协定，值得注意的还有首个专门的数字贸易协议《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于 2019 年 5 月发起，2020 年 6 月签署。

该协定中第 8 模块新兴趋势和技术第 1 条“金融科技合作”提出促进金融科技企业间合作、促进商业或

金融部门金融科技解决方案的制定。相比于其他综合的大型区域性协议，该协议创新采用“模块化”模

式，允许新加入的成员履行部分模块义务。2022 年 8 月，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工作组正式成立。建议我国应将模块 8 加入谈判主题中，有利于中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综合谈判外另辟蹊

径。目前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可以技术及人才交流为契机，加强与其他成员

国交易支付平台的互联互通。 

4. 结语 

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对于货币本身而言是技术升级，对于货币竞争秩序则构成未知的冲击。微观层

面上，传统货币时代形成的货币使用惯性在新技术的冲击下面临被消解和重构。货币存在的新形式导致

货币兑换成本降低，还会带来货币功能的解构。一般意义上，这对单个货币意味着其网络外部性自我加

强过程的被抑制，不利于垄断地位的形成。但具体到具备不同功能优势的货币身上，这又使其有机会找

到差异化路径以提升国际化程度。因此最终央行数字货币会加剧未来国际货币竞争。宏观层面上，央行

数字货币带来货币竞争空间变化。传统意义上基于地缘政治的货币国际化空间发展路径转换成基于技术

算法的交易支付平台。“数字货币阵营”取代了国与国的分裂，竞争格局的中心从银行转为交易支付平

台，货币竞争不局限于货币本身，而是货币和交易支付平台服务集合的共同发力。竞争朝着愈加复杂化、

数据化和规模化的方向发展。未来要在货币竞争中保持或提升货币国际化程度，联通更多国家的央行数

字货币交易支付平台是必经之路。现阶段，尽管国际货币组织已经在积极倡议统一共同标准，部分国家

也开始尝试合作，总体上各国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平台还处于各自为营的探索发展阶段。平台间互操作性

较差，平台间存在深浅不一的数字鸿沟，稳定的国际合作机制还任重道远。 
目前国际条约层面可以作为 CBDC 合作依托的重要依据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其第八章服务贸易章节的金融服务附件第三条规定的新金

融服务相关内容代表了我国金融领域的最高承诺水平，且这一规定是目前我国对外提供央行数字货币清

结算服务的为数不多可用适用的法律依据。其规定对于提供服务的一方而言，该服务需要已在领土内被

提供和监管。RCEP 已于去年正式生效，因此我国应尽快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监管立法，为后续合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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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法律基础。经过分析，本文认为 RCEP 成员中，中国可以加强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央行数字

货币合作。值得注意的还有全球首个专门的数字贸易协议《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该协议创新采用“模块化”模式，允许新加入的成员履行部分模块义务。

而该协定中第 8 模块新兴趋势和技术第 1 条“金融科技合作”内容能够使我国以技术及人才交流为契机，

加强与其他成员国交易支付平台的互联互通。因此建议我国将模块 8 加入谈判主题中，以在自由贸易协

定综合谈判外另辟蹊径。 
本文尚存在较多不足之处。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对于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开展分析论

证，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撑，因此剖析仍显浅薄。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加上世界货币秩序的黑天鹅

事件时有发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必然存在较大滞后性，需要对这一领域保持关注，及时更新知识储备

以防结论局限于一时。在对数字人民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出建议方面，选取角度较为单一，分析不够

深入，进一步从多维度去思考这一问题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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