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点测试并不意味
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

记者：中国央行很早就开始研究法定数字
货币，并且已经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内部封闭试
点测试。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重大意义是什
么？目前测试工作进展如何？预计何时能够正
式发行？

易纲：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
重要的驱动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应用，
有利于高效地满足公众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对法
定货币的需求，提高零售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
和防伪水平，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人民银行较早开始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工
作。2014年，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
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
经验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2017年年末，经批
准，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和
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
研发。DC/EP在坚持双层运营、现金(M0)替
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
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

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
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
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
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
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
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
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将加大产业扶贫金融支持力度

记者：央行在金融支持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
哪些进展？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持续做好

“三农”方面的金融服务，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易纲：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金融扶贫与普

惠金融相结合、金融支持与风险防范相结合，金
融精准扶贫的政策、组织、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人民银行将坚持金
融支持与风险防范两手抓，打好深度贫困歼灭
战，实现剩余贫困人口、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研究建立支持
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
发力：

一是抓好金融扶贫政策落实落细，强化扶
贫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加大“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提高这些地区金
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得性。

二是加大产业扶贫金融支持力度，帮助贫
困地区培育和发展扶贫产业，推动金融支持与
产业扶贫融合发展，加大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产业发展金融支持。

三是促进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加强贫困
地区信贷资产质量尤其是扶贫小额信贷的监
测，及时提示预警，防止出现“因贷致贫”。

四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加快推进贫困地
区支付、征信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加强金融
知识普及宣传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巩固提
升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水平。

五是做好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提升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服务农村和
贫困地区的能力，系统总结宣传金融精准扶贫
工作成效，开展2020年后续政策研究，建立解
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据央行网站、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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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世
界和中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冲
击，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
6.8%。您怎么看当前国际和国
内的经济形势？

易纲：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是二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
一次大流行病，已经影响到
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确诊人数超过 540 万，
并仍在扩散。疫情对全球经
济造成严重冲击，产业链供
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
资 萎 缩 ，失 业 人 数 大 幅 增
长。特别是二季度，各国抗
疫采取的“大停摆”措施对全

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将集中体
现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等国际组织认为，二季
度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将遭
受史无前例的冲击，经济收
缩强度很可能超过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甚至上世纪的
大萧条。全球金融市场在前
期巨幅震荡后有所缓和，但
基本面因素持续严峻，风险
并未消除。

2020年一季度，新冠肺炎
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带
来了重大冲击，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下降6.8%，投资、消费、出
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部分企

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
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在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坚
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目前我国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生产生活秩序
基本恢复常态，经济数据呈现
好转态势，4月份制造业PMI
为 50.8，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
荣枯线上方。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
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
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
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
变。

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记者：当前，受疫情影响，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压
力凸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
的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稳企
业的金融支持，尽力帮助企业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渡过难关。请问央行在落实
这一要求方面有哪些举措？

易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人民银行通过货币信贷
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
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
融资的“直达性”。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
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
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
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
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即对于

2020年年底前到期的中小微
企业贷款本金、2020年年底前
存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应付利
息，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
2021年3月31日。同时，要求
金融机构对于普惠小微贷款实
行应延尽延。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
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
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
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
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
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
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
比。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
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
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
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
费率和反担保要求。鼓励地方

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
小微企业应急转贷、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等。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
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
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
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
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
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
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
融。对复工复产核心企业、行
业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
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带动产
业链恢复运转。推动及时支付
条例加快落地，加大核心企业
账款清欠。发挥应收账款融资
服务平台作用，促进中小微企
业2020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
亿元。

将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下一步在利率市场化改
革方面有哪些考虑？

易纲：人民银行已经分
别于 2013 年 7 月和 2015 年
10月放开贷款和存款利率管
制，2019 年 8 月人民银行启
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形成机制以来，利率
市场化改革又取得了重要进
展：

一是LPR与市场资金供求
相关性明显增强。比如，2020
年 5月发布的1年期和5年期
以 上 LPR 分 别 为 3.85% 和
4.65%，自去年8月改革以来分

别累计下降0.4个和0.2个百分
点，充分体现了市场资金供求
变化。

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
显增强。2020年5月中旬，新
发放贷款中，利率低于原贷款
基 准 利 率 0.9 倍 的 占 比 为
35.3%，是 LPR 改革前的近 4
倍，贷款利率的隐性下限已被
打破。

三是有效促进了贷款实际
利率的降低。4月份企业贷款
平均利率为4.81%，较LPR改
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1
个百分点，5月份预计继续下
降。

四是LPR改革对存款利率

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
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
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
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
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
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
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
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
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
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
下行。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
深化LPR改革，疏通货币市场
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
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有序推
进存量贷款基准转换。

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预计继续下降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回应数字人民币：

何时正式推出尚无时间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