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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年香港金融科技周” 上，数字人民币的匿名化处理与隐私保护、跨境支
付货币桥项目等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10月31日，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表示，数字人民币匿名和透明并不是非黑即白，这中
间有很多细微之处需要谨慎权衡。

1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表示，“货币桥”项目在业务
设计之初就建立了基础设施对接模块，可兼容多种对接模式。

数字人民币匿名化不是“非黑即白”

10月31日，易纲在 “2022年香港金融科技周” 上表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研发
CBDC有助于更有效地满足公众对法定货币的需求，但CBDC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
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中，隐私保护是我们最重视的问题之一。

易纲表示，在设计数字人民币时，我们通过“双层运营”和“可控匿名”的方式，
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维护金融安全。具体来说，在数字人民币运营体系中，央行
作为第一层，实施中心化管理，仅处理跨机构交易，不处理个人交易信息；指定运
营机构作为第二层，按照“最小、必要”原则收集个人信息，面向公众提供数字人
民币兑换流通服务。

他表示，人民银行严格遵循消费者隐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
严格的管理机制确保个人信息安全。交易数据均加密存储。对个人敏感信息进行匿
名化处理，这些信息交易第三方不可见。未经法律充分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查询或使用相关信息。同时，限额较低的四类钱包和准账户型“硬钱包”在线上和
线下均支持小额匿名交易。

易纲强调：“我们认识到，匿名和透明并不是非黑即白，这中间有很多细微之处需
要谨慎权衡。特别是，我们要在保护个人隐私和打击非法活动之间取得精准的平衡
。”

“货币桥” 兼容多种接入模式

此外，在数字人民币跨境领域，首个跨境支付结算项目——货币桥历经2021年2月
至今一年多的探索后，于近期正式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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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28日，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
、阿联酋中央银行和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联合宣布：今年8月15日至9月23日
期间, 在货币桥平台上首次成功完成了基于四个国家或地区央行数字货币的真实交
易试点测试，来自四地的20家商业银行基于货币桥平台为其客户完成以跨境贸易为
主的多场景支付结算业务。

11月1日，穆长春在“2022香港金融科技周”上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应用于跨境场
景需要考虑各司法管辖区不同监管要求和技术标准异构性。

因此，“货币桥”项目在业务设计之初就建立了基础设施对接模块，可兼容多种对
接模式，包括跨境收付双方均有各自的CBDC系统，或其中一方尚未建成法定数字
货币（CBDC）系统等。

穆长春表示，货币桥可与本国央行数字货币系统对接，支持央行数字货币系统与货
币桥间的资金转移；还可以与现有的传统支付系统（如RTGS或FPS）对接，支持尚
未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司法管辖区参与者，在无需建立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
情况下在货币桥上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而这一发行可以通过从本国RTGS的相关银
行账户中扣除等额资金来实现。通过对接模块，还可以增加货币桥的可扩展性，降
低货币桥参与机构接入成本，使更多参与者能够参与其中，提升跨境支付的覆盖范
围。

在谈到货币桥的技术架构时，穆长春表示，货币桥搭建了一套系统，其核心是货币
桥区块链。货币桥项目采用了乐高积木式的架构即模块式架构，允许模块之间的互
动和协同、大幅度降低合规及监管成本，提升多国（地区）间业务治理、监管和政
策体系的灵活度和适应能力。

在被问及货币桥为何使用区块链技术时，穆长春还谈到，区块链技术虽然不是最适
合支付系统的技术，但考虑到货币桥参与方众多，各司法管辖区的跨境支付监管制
度、资本流动管理制度各有不同，为了更好地解决多方信任和隐私保护等问题，去
中心化的技术路线是较为适合的选择。同时，通过交易执行和存储的解耦等技术设
计，货币桥区块链实现了低延迟和高性能。展望未来，随着Dashing共识协议的部
署（目前已在测试中），货币桥区块链也将在跨境场景中实现更高的效率和稳定性
，提供更优的支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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