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做好国内零售系统
数字货币的升级换代

博鳌论坛首场直播聚焦数字货币

    台上，2位嘉宾，屏幕中，5位嘉宾，

直播间里，数千网友……昨天晚上，博鳌
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首场直播举行，博

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
行长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

等多位“大咖”，通过线下+线上的方式共
聚“数字支付与数字货币”分论坛，对眼

下大热的数字货币进行观点交锋。

初始动机并非为跨境支付
疫情之下，无接触交易和支付进入

常态，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力度进一

步加大，有的已进入开发阶段。私人部门
也未停止稳定币的尝试。数字货币将如

何改变支付体系的未来？
“中国有 14亿人的大市场，做好国

内零售系统数字货币的升级换代、提高

零售系统的效率，是所有业务开展的基
础。”论坛伊始，周小川就抛出了这个观

点。他指出，中国研究推出数字货币的初
始动机并不是将其用于跨境支付，跨境

支付还牵扯很多复杂的问题。
周小川的观点得到了泰国银行助理

行长瓦奇拉的认同。虽然泰国是从批发
型央行数字货币起步的，但瓦奇拉也认

为，数字货币跨境支付非常复杂，对于外

汇管理和资本流动管理都有影响，在起

步时泰国已考虑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性等
问题，并借助二元模式来缓释金融风险。

李波同样表示，现阶段数字人民币
的发展重点，主要是推进在国内的使用。

至于人民币国际化，这是自然而然的进
程，“中国的目标绝不是取代美元成为国

际货币，而是让市场来做出选择，实现进

一步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与数字支付并无太大区别
就在论坛举行的前一天，4月 17日，

上海市普陀万里街道数智社区启动，中

环花园小区成为本市首个数字货币落地
小区。而在此前，同仁医院、新世界、大丸

百货等都已“尝鲜”数字人民币。
在丰富数字货币应用场景的同时，

数字人民币与支付宝、微信等数字支付

的区别，也让很多市民如坠云雾，还有不
少人将数字货币与比特币、以太币等加

密货币混为一谈。
对于数字货币对市民生活带来的影

响，周小川认为，普通百姓并不需要太认
真去区分，也不用太在意背后是怎样的

清算系统。因为在实际使用中，数字支付
和数字货币并没有太大区别，“只要不用

来洗钱、逃税、赌博就行”。

数字货币推广尚无时间表
作为新兴事物，数字货币已受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十四五”规划也提出“建

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
控机制，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健全市

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
针对央行下一步推广数字货币的时

间表，李波表示，虽然目前尚无具体时间

表，但在全国推广之前，央行必须扩大试
点项目范围，比如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

奥会上，数字人民币就可被国内外来宾
所用。同时，还要打造基础设施，提升系

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建设相应的法
律和监管的框架。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奥古斯丁·卡
斯滕斯、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主席艾

赫迈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泰国
银行助理行长瓦奇拉、环球银行金融电

信协会（SWIFT?CEO Javier Perez、贝宝
（PayPal?全球高级副总裁邱寒等，对不同

央行数字货币系统之间如何实现兼容互
联、数字货币的互操作性和加强监管等

话题，进行了探讨。
特派记者 金旻矣 （本报博鳌今日电）

周小川：

■ 琼海博鳌免税店 特派记者 金旻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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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渔村变成远近闻名“论坛小镇”
———一个当地人眼中的博鳌 20年

    “生在这个时代真幸福，每天都有新

变化，每天都有新惊喜。”说起博鳌亚洲
论坛为这个中国南方边陲小镇带来的改

变，在海南待了 30年的湖北人杨思远，
幸福感满满。

记者是在一辆神州专车上遇到他的。
车上，放着本纪实文学《苦难辉煌》，他说

自己从不刷抖音，空了就看书。作为论坛
交通组的成员，杨师傅在会期内，每天往

返于会场与酒店间，“朝七晚九”运送持证
人员，第一天晚饭前就完成了 16?。

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所在地东屿

岛，是一座长约 1860米、宽约 1150米的
小岛，与博鳌镇一水相隔。以前，只能靠小

渔船摆渡，风雨天村民们只能望水兴叹。
后来，一座大桥横跨两地，解决了出行之

苦。不过，在杨师傅眼中，如今的“博鳌隧
道”才是真正的“通途”：“以前走桥上，路

窄弯多，常常堵车。这条隧道新造好没几
年，又快又安全又舒服。”说话间，车已从

打着漂亮蓝光、墙上满是浮雕的隧道间驶
出，才花了半分多钟就已到了对岸。

“20年前，博鳌什么样？”“改变太大
了！”听记者这么问，热情的杨师傅宁可

饿着肚子，也要载我绕远路去镇上看一
看。穿行在小巷中，他指着为数不多的几

幢一层楼瓦房说，上世纪 70年代一场台
风过后，镇上所有建筑物被荡平，重建后

几乎全是这种低矮的青砖土房，多层楼
非常少。而现在，镇上好多人家造起了充

满“南洋风”的小楼，餐饮、娱乐配套齐
全，为博鳌增添了海滨小城的妩媚风情。

路过街角，一幢 5层小楼矗立眼前，杨师
傅笑了：“那就是我家。”

2001年，杨思远来到博鳌，开了家小
餐馆。那时，博鳌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偏

僻渔村，村民们主要以种田打渔为生。后

来，他又跑到三亚去做进口木材生意。这

些年，他在海口、三亚、琼海跑了个遍，也

亲眼看着博鳌从小渔村变成远近闻名的
“论坛小镇”。博鳌机场通航、环岛铁路西

线打通、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诞生、
康养医疗成为新产业空间……论坛为小

镇带来基础设施提升的同时，也让博鳌
产业结构发生了改变，第一产业向第三

产业转型升级。村民有的为论坛开车，有

的在拔地而起的星级酒店里做服务生、
保洁员，还有的去博鳌免税店为游客服

务，就业机会大量增加。
杨师傅自己，也与年会有着不解之

缘。“论坛举办第一年，我就在做年会工

作餐，那时的工作餐就是大锅饭。参会嘉
宾的吃住，还不如现在我们服务人员

好。”他说，今年听到招募交通服务人员，
他赶紧报名参加政审，打了两针疫苗，又

经过全程培训才达标。
“博鳌这两个字多好，博是广博，鳌

是独占鳌头。所以博鳌终归是优秀的，

总有它出彩的一天。”临下车，杨师傅用
这句发自内心的话，为这段“夸夸之旅”

画上句号。
特派记者 金旻矣 （本报博鳌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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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第 20年，博鳌亚洲论坛的

传承与创新，在首日发布的两份旗

舰报告中，已有体现。《亚洲经济前
景与一体化进程》是论坛传统旗舰

报告，而《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
界》则是为庆祝论坛成立 20周年

而首次发布的可持续发展系列报
告。值得关注的是，报告指出，今年

亚洲经济增速有望达 6.5%以上。

亚洲经济总体韧性强
《亚洲经济前景与一体化进程》

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亚洲经

济去年出现 60年来首次负增长，但
总体表现韧性非常强，中国是唯一

在 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全球
主要经济体，亚洲在加强疫情防控、

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促进

贸易与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是多边主义的稳定器。其中，中

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经济萎缩伴随物价下跌、失业

增加、贸易与跨境投资的减少以及
大宗商品价格异动。据世界贸易组

织统计数据，2020年前三季度，亚
洲货物贸易总额为 9.16 万亿美

元，较 2019年同期下降 7.0%。但
中国等少数亚洲经济体货物贸易

逆势增长，2020 年中国货物进出
口总额达到 4.65万亿美元，居全

球第一位。

亚洲经济复苏将提速
“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亚洲经

济也呈现诸多亮点和机遇。”在对

报告进行解读时，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世经所所长张宇燕表

示，疫情之下，数字经济迎来新机
遇。很多亚洲经济体出台了推动数

字经济转型的新举措，涵盖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发展产业
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治理以及国际

数字合作等，数字经济在推进复工
复产和经济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并成为塑造未来亚洲经济

增长的新动力。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签署和“一带一路”的建设，也将为区域和全

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对外经贸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则针对关注度很高

的“全球价值链会不会在疫情影响下发生变化，产业链
会不会离中国而去”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通过一体化

指数、贸易依存度、贸易中心和亚洲工厂等判断，虽然

疫情和保护主义是导致全球产业链不稳定的两大因
素，但价值链仍在向中国收敛。

展望 2021年，报告指出，亚洲经济将出现恢复性增
长，疫情仍是直接影响亚洲经济表现的主要变量。博鳌亚

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则称，随着亚洲在全球最早稳定疫
情，恢复生产，预计今年亚洲经济复苏的步伐将会提速，

增速有望达到 6.5%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数字”。

四大“发展赤字”待解决
《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报告则指出，新冠肺

炎疫情暴露了亚洲经济体医疗卫生体系的薄弱环节和

关键基础设施的不足，凸显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和
及早应对气候与环境问题的迫切性。报告还分析了中

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哈萨克斯坦、泰国、马来西
亚、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泰国、越南

等若干有区域代表性的亚洲国家发展表现，认为卫生

健康基础设施、绿色转型和数字鸿沟是制约当前亚洲
经济可持续复苏的重要瓶颈。

在对《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报告的解读中，
中亚区域合作学院梁子谦副院长等指出，在各国财力

和资源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有重点地行动，
解决好卫生健康、基础设施、绿色和数字四大“发展赤

字”并有效联动，有力释放发展潜力，推动实现多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特派记者 金旻矣 （本报博鳌今日电）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