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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新常态的持续和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市场环境深刻变化,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新机

遇,但也面临美元霸权挑战、网络外部性不明显及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等制约。而数字人民币将在未来的

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能够通过网络外部性扩展机制、人民币币值稳定机制以及金融发展促进机制来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因此数字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应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需要迎接的挑

战并推动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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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has ushered in new opportunities, but it also faces constraints such as the challenge of the hegemony of 

the US dollar, the lack of obvious network externalities and the lagging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The digital RMB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t can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through the network externality expansion mechanism, the RMB value stability mechanism 

and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ion mechanism. Therefore, the digital RMB can meet the challenges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a larg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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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人民币以其便捷性、高效性和安全性等特点,使其在国

际贸易和资金流通中被广泛使用,这不仅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

市场的使用率和接受度,还有助于推动人民币逐渐摆脱对美元

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研究数字

人民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有助于找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的新路径和新方法,通过优化数字人民币的设计和应用,可以进

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本文

将对数字人民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研究进行综述,以期更

全面地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1 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因素 

目前关于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因素的研究,各学者主要

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展开分析,一部分学者从外部

因素进行分析,认为美元会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造成一定程

度的负面影响。石佳友、刘连炻(2018)认为中国企业、金融机

构在国际交易中会随着美元域外管辖扩大而受到美国制裁,提

到美元霸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同时面临机遇和挑

战,赵长茂、陈文科(2020)认为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领域“去中

国化”会给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边卫红、

汪雨鑫(2021)对美元国际主导货币的历程进行梳理,与荷兰、英

镑等货币地位进行对比探讨,认为虽然当前美元在世界货币领

域仍然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多元化发展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势

所趋。陈伟光、明元鹏(2023)从跨境支付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

SWIFT应该是保持中立的系统公共品,而美国将其私物化作为对

其他国家展开金融制裁的工具,进而对他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造成负面影响。 

另一部分学者是从内部原因展开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制

约因素的相关分析：彭红枫、谭小玉(2017)通过主成分分析法

构建货币国际化总量指数,认为影响一国货币国际化总量指数

的关键因素包括经济实力、贸易规模、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以及

币值稳定性等结构性因素。沙文兵等(2020)在此基础进一步构

建了货币国际化综合指数和分职能指数,认为交易媒介职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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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主要推动力,并且将政治稳定、雄厚的军事

实力纳入货币国际化综合指数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念。王

盼盼等(2023)进一步基于汇率溢出视角采用溢出指数方法,并

考虑经济区域、地理区域等宏观经济因素角度衡量人民币的区

域影响力。而季晓楠等(2021)认为一国货币网络外部性越强,

则对于货币的国际化的正向效应越强,而我国人民币的网络外

部性并不显著,并且通过实证,证明了我国在较弱的网络外部性

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会受到相应的制约。王朝阳、宋爽

(2021)认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会受到资本账户开放程度,

以及人民币汇率机制的限制,进而给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造成

一定程度约束。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仍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仍需要进一步

完善人民币跨境制度系统的机制和技术。根据以上各学者的研

究,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受到

美元的霸权主义的干扰、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影响、

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人民币币值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以

及由于我国当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相对滞后性等因素而对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的制约作用。 

2 私人数字人民币及法定数字人民币 

有关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是以私人加密数字货币相关研究

为基础而展开的,一些学者并不看好私人数字货币,认为私人加

密数字货币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明雷等(2022)认为私人加密

数字货币会带来投机效应,很有可能被当作投机工具大量用作

在金融市场上,若投机和盈利成为私人数字货币的主导功能,则

会为市场造成恐慌,影响币值的稳定性,产生价格泡沫积累,乃

至引发金融危机；李翌、李振(2022)认为私人数字货币将交易

过程中的信用担保职能从政府及金融机构转向了个人,加大了

监管数字货币的难度；于伟等(2022)指出私人数字货币可能会

弱化央行职能,使得法定货币不稳定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封思

贤、丁佳(2019)指出私人数字货币在交易活动中存在洗钱风险,

并且会给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带来更大的挑战并进一步给金融市

场带来波动性；程雪军、李心荷(2022)从信用主体角度和市场

监管角度出发,由于其私人数字货币并无国家和政府的信用背

书,因此缺少信用保障,且政府及市场对其监管并不到位,不能

够用作一国的主权货币。 

大部分对于法定数字货币展开研究学者认为法定数字货币

要优于私人数字货币,可以弥补私人数字货币的上述缺陷。央行

数字货币是一种数字加密货币,兼具主权货币和信用货币的职

能,数字人民币的币值也会更加稳定,政府对其的监管也更加严

格。张敬思、李成刚(2023)通过构建非对称净收益函数以刻画

央行数字货币潜在的收益、成本和风险,发现在国际市场长期开

展央行数字货币有助于国家货币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数字人

民币采用的是双层运营模式,并且人民币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对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着潜在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能够对金融市

场、银行体系和金融科技领域产生正向影响,为其他商业银行的

正常运行保驾护航。 

3 法定数字人民币赋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诸多学者认为,法定数字人民币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

程当中起到正向的作用。封思齐、张雨琪(2022)认为法定数字

人民币能够从扩大国际主体对人民币的需求规模并扩宽应用领

域,以及进一步增强人民币的国际转向动力来加速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的进程；刘凌等(2022)通过分析数字环境对于人民币国

际化的制约而提出数字人民币可以与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数字技

术结合,以解决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在跨境支付过程中和投融

资的环节中可能会产生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学者基于不同的角

度考虑,对数字人民币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促进作用进行探

讨；徐扬等(2023)基于汇率联动视角,认为国际贸易中货币发行

国的汇率制度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而随着数字人

民币以及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与人民币的汇率联动效应

也逐渐显著。 

基于国内货币体系视角,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可以促

进信息安全的发展并为金融科技注入活力,但目前的着力点应

该是以加快数字立法为出发点,不断完善监督政策,并且我国需

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的数据标准等规范,以确保其对货币政策

框架的优化效果；基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宏观层面视角,数字人民

币将对跨境支付清算体系以及货币体系产生重要影响,数字人

民币可以从数字技术层面扩宽人民币国际范围使用的规模进一

步影响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面,因此数字人民币可以通过推

动国际多元化货币体系的建设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当前对于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各方面因素

已有学者进行了较为透彻的研究,但是在法定数字人民币赋能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方面,尤其是对于其是否可行的实证领域与

系统性的论证方面仍然较为稀缺。因此,进一步结合当今国际环

境与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分析制约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的主要因素,并继续探索法定数字人民币的优势应该如何作

用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进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有

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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