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很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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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并非基于主动，
数字人民币应用
便利性仍有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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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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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普及仍存痛点

吴吴斯斯洁洁 摄摄

◎ 记者 余继超

数字人民币正在加速走入百姓生

活。 江苏省多地近日宣布，从 5 月开始，

在编公务员（含参公人员）、事业人员、各

级国资单位人员实行工资全额数字人民

币发放。

“试点工资全额数字人民币发放实

际上是数字人民币应用向纵深推进的体

现，当前数字人民币试点虽然全面铺开，

但很多用户使用数字人民币并非基于主

动， 数字人民币普及还有待解决通用性

和便利性问题。 ” 行业专家对记者分析

称。

用数字人民币发工资

“去年 10 月开始用数字人民币发工

资， 有用数字人民币满减的活动时会使

用，总体使用频次很低，还是习惯用原来

的支付工具，钱到账就转走了。 ”苏州参

与试点的事业单位相关人员告诉 《国际

金融报》记者。

记者梳理发现， 早在 2020 年 5 月，

苏州市相城区就开始试点用数字人民币

发工资， 只不过当时是相城区各区级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工资中交

通补贴的 50%以数字人民币的形式发

放。

此后，苏州市吴江区、苏州代管的县

级市太仓也都试点了用数字人民币发工

资。 截至 2022 年 6 月，吴江区机关事业

单位及国有企业共 10386 人实现了数字

人民币工资发放。 同年 7 月， 太仓实现

了全市机关事业单位数字人民币全员全

额代发工资全覆盖。

用数字人民币发放工资再次被关

注， 是因为江苏省常熟市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和常熟市财政局近日印发的 《关

于实行工资全额数字人民币发放的通

知》明确，从 5 月开始，在编公务员（含参

公人员）、事业人员、各级国资单位人员

实行工资全额数字人民币发放。

银联商务支付科技研究院研究员

蔡朝辉对记者表示 ， 通过数字人民币

发工资，需要企业开通企业钱包 、企业

员工开立个人数字人民币钱包后 ，企

业将员工工资以数字人民币形式发放

至其个人数字人民币钱包 。 此举能够

推动当地企业和个人数字人民币钱包

的开通 ， 随之带来数字人民币的使用

频率增加 ， 对数字人民币普及有积极

的引导作用。

实际上， 试点工资全额数字人民币

发放是数字人民币应用向纵深推进的体

现。当前，数字人民币正在加速应用和普

及， 不论是运营机构还是试点区域都在

不断扩容， 应用场景也从纯线下扩展到

“线下+线上”融合，从 C 端（个人端）延

伸到 B 端（企业端）。

据不完全统计， 各试点地区均覆盖

了餐饮服务、购物消费、休闲娱乐、旅游

观光、交通出行、酒店住宿、生活缴费、政

务服务、消费扶贫等九大场景。 其中，餐

饮服务、 购物消费和休闲娱乐是主要的

线下应用场景。 各试点地区也从税费缴

纳向保险、 电子商务对公支付等场景扩

展。

需提高通用性和便利性

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应用深入到

“发放工资”场景，一些争议也伴随而来。

有支持者认为， 地方试点用数字人民币

发放薪资， 既可以增强数字人民币的应

用普及度，也能让公务员收入更加透明。

而反对者认为， 当前数字人民币还在试

点阶段，使用场景依然有限，公务员拿到

工资后很可能直接转回银行账户， 最终

沦为一种形式。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

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研究员

盘和林告诉记者， 地方试点用数字人民

币发工资有助于推进数字人民币的大规

模普及， 但要反思的是当前很多用户使

用数字人民币并非基于主动， 数字人民

币应用便利性依然有待提高， 通用性也

有待加强， 这些问题延缓了数字人民币

的普及应用。

“一种货币工具要被人广泛接受并

普及，关键是低使用门槛、高便利性。 如

果体验过数字人民币钱包， 你会发现支

付过程较为繁琐，数字钱包中，余额被分

割存放在不同银行的子钱包， 而每遇到

一个新的支付场景，都要单独签约。 ”盘

和林指出。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副

教授胥莉对记者表示， 目前数字人民币

应用普及的难点在于需要逐渐改变现有

的支付习惯，让更多的场景接受。而数字

人民币使用的优势在移动支付已经很便

利的零售场景并未特别凸显。此外，对于

数字人民币的参与者而言， 成本和收益

的分担也不明晰， 阻碍了数字人民币大

规模应用。

“数字人民币试点进行到现阶段，已

经从单纯的场景和用户拓展转入到制度

建设层面， 未来如何对数字人民币进行

发行管理， 从制度上为数字人民币长期

良性发展提供保障将纳入考虑范围。”博

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如，推进数字人民

币生态和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 包括推

动智能合约生态平台的建设、 建立和健

全信息隔离和处罚机制等。当然，也存在

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之间因

为定位不同而在合作中产生摩擦的情

况， 所以更要尽快明确各方职责和权利

范围。

王蓬博建议：“如果要想让数字人民

币有长期的行业自主推动， 就要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找

到能让产业各方都长期受益的分配方

式。比如，探讨线下数字人民币收单服务

费是否可以收取？当然，费率可以比现有

体系更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