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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揭秘虚拟货币投资骗局

5月18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3家协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
险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就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进行提示，强调虚拟
货币交易是非法金融活动，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为其提供支持和服务。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是数字货币，不具有法偿性
和强制性等货币基本属性。非法从事比特币交易和投机，或打着“数字货币”幌子
进行非法代币发行融资（ICO）、非法传销活动，一方面可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风
险，另一方面将可能影响国家金融稳定和社会秩序，因此必须进行严厉整治。

新华社：“过山车”几时刹车？国务院金融委首次点名“比特币”

这几日，比特币价格的大幅波动仍在持续，谁也不知道这列“过山车”何时驶向终
点。

跌破3万美元大关，回升至4万美元附近，又下探3.1万美元附近，后收复3.4万美元
关口，随即再度“崩盘”……近期比特币的走势牵动着市场神经，而4月比特币还一
度飙升到6.5万美元附近。

与此同时，其他虚拟货币的价格走势也好不到哪里去。本月以太币、狗狗币等也一
度跌幅超过50%。再加上部分投资者参与了币圈的高杠杆交易，爆仓所带来的损失
颇为可观，一时间币圈遍地哀鸿。

在相关协会联合发布公告提示“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后，金融委日前果断
发声！

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了第五十一次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打
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这是金融委首次对于比特币公开发声，直言“打击”，态度鲜明有力。有不少人关
注到，这次金融委将比特币挖矿也列入打击范围，可谓从源头便开始扎紧篱笆。

比特币是个虚拟商品，到底与挖矿有啥关系？

其实，比特币需要根据算法通过计算机运算获得，俗称“挖矿”。2009年初第一枚
比特币诞生，起初计算机达人们的“炫技”，逐渐演变成全球的“挖矿潮”。

随着比特币越挖越少，人工逐渐跟不上，市场上又出现了专门用来挖比特币的“矿
机”。更有人嗅到“商机”，大规模购进“矿机”，形成“矿场”，没日没夜地“
开挖”比特币，并逐渐形成挖矿、交易、项目融资等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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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很早就踏入币圈，并曾于2017年在四川投资建了一个“矿场”。在“巅峰”
时期，四川某个山沟里，他的“矿场”每天有500多台“矿机”24小时持续运转，
争取早日挖出币、早日回本。

不过，在亲戚朋友还没有搞清楚这个“矿”到底挖出了啥，吴先生就赶在2017年底
把这个“矿”转手了。

因为就在当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叫停各类代币发行融资，相关监管部门指导
地方政府清理整顿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场所和首次代币发行融资（ICO）活动。
这也给我国的“矿主”们高昂的投资热情泼了盆冷水。

截至2018年7月，我国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ICO交易平台基本实现无风险退出，
人民币交易的比特币全球占比降至不足1%。

吴先生抽身较早，但仍有不少“挖矿”领域的币圈人士在观望，即便经营“矿场”
更加艰难，要面临更高的资本投入和更长的回报周期。

挖矿的计算机一般功率较大，需要消耗大量电力。庞大的电费支出让“矿主”们不
得不将“矿场”搬往成本相对较低、电力资源丰富的四川、内蒙古、新疆等地。

但挖矿的高耗能，令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矿场”表示“不欢迎
”。今年以来，内蒙古等地陆续发文，全面清理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上个月周围还有‘矿主’说想继续扩大版图，这两天就已考虑关停‘矿场’或转
移到海外了。”吴先生说。

虚拟货币绝非“一本万利”的投资品，千万不可忽视其背后的高风险。虚拟货币交
易炒作活动常常伴随着虚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炒作风险……部分境外
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怂恿投资者参与高杠杆交易，自己坐庄暗中操纵市场、虚假交易
，令投资人的资产权益难以保障。

从警示交易炒作风险，到明确要打击相关行为；从关闭国内交易平台，到切断充值
交易渠道……监管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态度愈发清晰，从严管理的形势日趋明朗
。

监管一再明确表态，充分进行监管提示和风险预警，投资者可不能视而不见。在暴
利面前要保持足够的理性，及时“刹车”。

经济日报：币圈造富神话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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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虚拟货币迎来强监管。近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打击
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

此前，受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及国外大型投资机构、公司入场等影响，虚拟货币价格
一路高歌猛进。币圈“造富神话”让虚拟货币走进更多人视野，大量投资“小白”
也纷纷跑步入场，希望通过炒币实现所谓的“财富自由”。但金融市场发展规律告
诉我们，“造富神话”往往和“造贫奇迹”相伴而生。在币圈，相对于财富的快速
生成，财富的迅速蒸发更令人触目惊心。数据显示，监管部门发声后24小时内，全
网超过20万人爆仓，80亿元资金灰飞烟灭。

和早期一些经济实力较强、怀有区块链信仰的投资者参与虚拟货币交易不同，今年
以来，大量以学生为主的年轻群体进入币圈，他们判断能力不足，经济实力较弱，
风险承受能力较差，这就使得“圈子风险”、个体风险逐渐有向社会领域传递之势
，监管部门此时发声，正是希望通过及时的监管，防范风险继续蔓延。

对大部分投资“小白”而言，他们大多看到币圈的造富效应，却忽略了炒币的高风
险。本质上，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并没有实际价值支撑，不具备法定货币的主权信用
，缺乏广泛的应用场景。虽然被拥趸奉为“数字黄金”，但和真实的黄金相比，价
值根基极其脆弱，监管方向的变化、几个投资巨鳄的买卖，甚至于某些人的一句话
，就能导致其价格剧烈波动。

而且，由于具有去中心化、难以追溯等特点，虚拟货币很难被监管，因此成为违法
犯罪活动的温床，逃税、洗钱、走私、贩毒等大行其道。在我国，一些虚拟货币交
易所的服务器设置在海外，法律难以监管到，虚构交易、断网跑路、侵吞客户资金
等情况时有发生，投资者一旦卷入其中，将遭遇维权困难。

此外，虚拟货币还是投机分子利用山寨币、空气币坐庄圈钱的新手段。这些通过修
改甚至直接套用比特币源代码而产生的山寨币，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和意义，靠着极
低的初始价格吸引大众关注，快速吸收资金拉高价格，一旦价格达到高位，便集中
抛盘“割韭菜”，使投资者蒙受巨大经济和财产损失。

实际价值薄弱、波动性强、不受监管，种种特征表明虚拟货币已经离正常的投资工
具、离“区块链信仰”相去甚远，弥漫着浓浓的投机和炒作味道。那些伴随而生的
坑蒙拐骗活动，不仅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也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

当前监管部门接连发声，释放了从严监管的信号，进一步清理整顿虚拟货币市场将
是大势所趋。对于投资者尤其是对于新入场的“小白”们来说，要进一步提高警惕
，加深对虚拟货币本质的认识，“一夜暴富”的神话不可信，火中取栗的游戏有风
险，生财还得有道，投资还需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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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热评：理性看待虚拟货币涨跌 别掉进非法交易的“坑”

总体而言，买卖或使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可能存在市场、交易、技术、合规等四
大风险：一是市场风险。就目前来看，进入交易市场的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规模有限
，容易给投资者制造一种“资源稀缺”的错觉，极易被少数机构投资者或个人影响
和控制。二是交易风险。不少投资者往往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交易杠杆通常会放
大到5倍甚至更高，在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投资者的交易风险巨大。三是技术
风险。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抗风险能力是否能匹配交易量的迅猛增加、所依靠的区
块链等技术是否能经受安全性的考验等，都是虚拟货币交易市场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四是合规风险。由于虚拟货币具有高度匿名性、去中心化发行等特点，已经成为
洗钱、贩毒、走私、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载体，交易不但不受法律保护，还
触碰法律底线和红线。此外，与其他金融诈骗一样，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跑路现象也
时有发生。比特币之外的形形色色“空气币”，更是充斥着庞氏骗局和各种谎言。

针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炒作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风险和法律问题，我国较早开
展整治行动，早在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
知》，明确将比特币定义为特定的虚拟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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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
币相关的业务。此后，金融管理部门多次进行整治与打击。如2017年，中国人民银
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指出代币发行融资(IC
O)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
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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