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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逐步发展，数字人民币应运而生；但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普及率低等问题，而用户的

使用意愿则是影响它推广的重要基础。因此本文基于UTAUT模型设计问卷，对南京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收集了506份有效问卷，在信效度检验后，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证影响用户使用意愿的四个正向核

心指标：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以及便利条件，并且梳理总结现有的应用场景，分析其中存在

的风险与挑战，并提出相关策略和建议，进一步推广数字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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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RMB has emerged accordingly; how-
ever, it faces problems such as a low popularization rate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users’ 
willingness to use i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that affects its promo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designs a questionnaire based on the UTAUT model and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residents of Nanjing, collecting 506 valid questionnaires. After the reliability test, the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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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validate the four positive core indicators affecting the users’ will-
ingness to use the digital RMB, namely performance expectation, effort expectation, social influence 
and convenience conditions. We also summarize the existing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alyze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existing therein and propose relevant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igital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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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 研究背景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数字人民币的开发是为了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对支付工具的更高要求，包括便捷性、安全性、普惠

性和隐私性。《“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金融领域数字化转型，稳妥推进数字

人民币研发和应用。同时移动支付的崛起与现金使用的减少根据 2019 年人民银行的支付日记账调查，手

机支付的交易笔数和金额占比分别达到 66%和 59%，而现金交易笔数和金额占比仅为 23%和 16% [1]。
移动支付已成为大势，此外，现金管理成本较高，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可以有效降低这些成本。截至 2024
年 6 月，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已扩展至 17 个省(区、市)的 26 个地区[2]。截至 2024 年 7 月末，数字人

民币累计交易金额进一步增长至 7.3 万亿元[3]。钱包开立数量截至 2024 年 7 月末，数字人民币 App
累计开设个人钱包 1.8 亿个[2]。数字人民币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拥有着合法地位，数字

人民币的发展和应用对于优化我国的支付体系，形成完整的支付方式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数字人民

币已成为未来货币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目前对于数字人民币的研究大多处于宏观发行政策、法律规

范层面，对于个体的使用意愿以及具体应用场景的研究较少，本文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 

1.2. 研究意义 

本文基于对多家使用数币商户的调研和 UTAUT 模型设计问卷，通过研究影响人们数字人民币使用

意愿的因素以及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找到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策略建议对于优化支付体系

推动数字人民币普及、提高金融普惠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优化支付体系推动数字人民币的普及 
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和用户体验的提升，数字人民币逐渐被更多的人熟知。目前，多地政府已

将数字人民币的推广计划纳入地方发展规划，努力在未来实现更多元场景的应用。数字人民币的点对点

交易模式减少了支付环节，提高了支付效率，在这个过程中增强了支付体系的安全性。数字人民币为实

现数字经济提供了更高效的支付工具，数字人民币的创新实践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通

过先进技术的应用，数字人民币不仅构建起安全高效的支付基础设施，更开创了货币功能与数字经济深

度融合的新模式。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末，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覆盖民生缴费、交通出行、政务办

理等 40 余类领域，交易笔数突破 10 亿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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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利于提升金融普惠性 
数字人民币支持“双离线支付”功能突破网络环境限制，借助 NFC 近场通信技术，在山区、地下空

间等信号较差的情况下仍可完成从支付请求到支付完成的全过程交易，这不仅突破了传统电子支付对网

络环境的依赖，更重要的是强化了新型的金融基础设施的使用，这也有效扩展了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范

围。数字人民币的这种特性有助于消除“数字鸿沟”，数字人民币通过“硬件钱包 + 双离线”的组合，

使得提供金融服务只需具备基础型智能设备而不需要依靠网络，从而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能让

更多的人享受到数字人民币提供的金融服务。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人民币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通过文献梳理，现有研究主要都关注技术接受相关模型，并且将他与别的理论等进行结合交叉，构

建不同的模型进行分析，如张蓓佳(2023) [4]将 TOE (技术–组织–环境)与技术接受模型相结合构建研究

模型，实证发现支付安全性、服务质量、流程便利性、优惠力度均对数字人民币使用意愿有正向的影响，

Söilen 等(2021) [5]创新性地以家庭为调查对象，借助 UTAUT 和机构信任理论来调查家庭对央行数字货

币的接受程度，结果表明，绩效期望的影响最为显著，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对使用意愿的影响程度相对

较低，努力期望则通过对央行的信任影响使用意愿。鉴于此，本研究也基于技术接受与整合模型，运用

多元线性回归证实它们与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同时需要控制好其他一些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的变量。 

2.2. 数字人民币对宏观经济影响研究现状 

随着数字人民币等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推出，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对宏观经济动态的潜在影响。

研究表明，数字人民币试点领域不断扩大，表明人们对数字货币的使用越来越感兴趣，中国央行数字货

币(数字人民币)一直是许多研究的焦点，研究其对经济的影响。研究人员旨在了解数字人民币对各种宏观

经济变量的潜在影响和政策影响[6]；其次，由网络效应驱动的数字经济的引入也是数字货币(如数字人民

币)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向数字经济的转变对货币多元化以及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影响

[7]；与此同时，随着数字人民币的持续发展，人们担心全球数字人民币的影响，研究人员强调了澄清经

济合作规则以防止潜在负面结果的重要性[8]。综上所述，数字人民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复杂且不

断发展的话题。随着数字货币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了解这些变化对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对于政

策制定者和技术研究人员都至关重要。 

2.3. 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研究现状 

国内当前大多数研究旨在确定数字人民币的实践及其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9]。而针对数字

人民币应用场景研究而言，更多场景试点应用趋向于政策新闻方式表现出来，例如，中国人民银行(PBOC)
已经试行了非接触式卡和可穿戴设备，以便在支付场景中使用数字人民币[10]。中国还探索了数字人民币

的区块链应用，这表明美元主导地位可能会发生转变[11]。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扩展，如补贴分配和慈

善捐赠，被认为是中国数字人民币的一个商业内涵[12]。深圳、海南等中国地方政府一直在积极探索和拓

展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包括跨境交易和技术采用[13] [14]。此外，广州等城市已经公布了行动计划，

通过技术和应用场景的发展来促进数字人民币的采用[15]。对于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在金融创新方面，

白湘楠等重点研究了将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应用于支付结算系统的挑战和机遇[16]。这与保建云等[17]关于

人民币国际化领域的金融创新，特别是建立人民币数字跨境支付和结算的风险控制和监督体系的研究相

吻合。总体而言，数字人民币的研究和发展在各种应用场景中都显示出可喜的进展，表明中国的 CB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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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中的接受和利用越来越多，同时对于在海外的应用也日益热情，重点关注跨境挑战、金融服

务、数字货币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 理论基础 

整合型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UTAUT)是 Venkatesh [18]和 David 等学者将理性行为理论(TRA)、技术

接受模型(TAM)、社会认知理论(SCT)等八种模型的核心进行精简优化提出来的。该模型中有四个影响用

户使用意愿的核心构成，分别是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并且受到性别、经验、年龄

和自愿性等的调节作用。同时，绩效期望的内涵与感知有用性相类似，努力期望与感知易用性相类似，

社会影响与便利条件分别与计划行为理论的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相关。UTAUT 模型经提出之后，便

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在商业领域，常被用于研究消费者对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接受程度，例如电子商

务平台、移动支付等。在医疗领域，其常用于研究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对医疗健康技术的接受程

度，例如电子病历系统、远程医疗服务等。 

3.2. 研究假设 

央行所发布的数字人民币在支付方面的作用取决于民众对其的接受程度，也即使用意愿。而影响民

众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意愿有很多，主要包括民众个人特征，认知态度与外部条件等，本文主要选取 UTAUT
模型的四个核心变量，提出相关假设如图 1 所示，以及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与了解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深入探讨各因素与数字人民币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 
1) 绩效期望：是指用户认为使用新技术或新系统能够带来多大程度的绩效提升。这通常涉及用户对

工作或学习效率提高的期望。绩效期望是 UTAUT 模型中最重要的核心维度之一，同时多个研究表明，

绩效期望是解释和预测个人行为意愿的有效指标，例如，彭红霞等(2013) [19]基于 UTAUT 模型并增加成

本和感知风险研究了用户使用手机支付的影响因素，证实绩效期望对用户使用移动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数字人民币作为一种支付工具，在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过程中能帮助用户；同时，数字人民币

具备离线支付和可控匿名的特性，且以国家信用为担保，能够有效保障用户财产和隐私安全，消除用户

在金融交易中的顾虑，从而提升用户支付的效率与质量，使用户的交易体验感增强，并且作为一种线上

支付，能使得交易更加快捷方便。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1：绩效期望对于数字人民币使用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2) 努力期望：是指用户认为使用新技术或新产品所需付出的努力程度，付出的期望努力越低，表明

新技术或新产品更容易使用，用户接受新技术或新产品的意愿就越高，这体现了用户对新技术或新产品

易用性的一个关注[20]。当用户在使用数字人民币时，如果能够更加轻松地学会使用，更加轻松快捷地熟

练使用，他们会在选择支付方式时，更多倾向于选择数字人民币；此外，对于数字人民币系统或平台来

说，用户能更快更容易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就会对该系统整体上抱有更高期待，并且如果平台的

互动性高，例如利用数字人民币的同时，平台会给予一定反馈方式，用户也会更多选择数字人民币。因

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努力期望对于数字人民币使用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3) 社会影响：是指用户感知到周围人群(如同事、朋友、家人等)对其使用新技术或新产品的影响。

社会影响越大，用户越有可能接受新技术或新产品，这反映了社会环境和群体压力对用户技术或产品接

受行为的影响[21]。这些人常常对本人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如果周围人使用数字人民币人次高或者认为使

用数字人民币相较其他方式更好，会促进用户的使用，并且周围人作用于用户的生活习惯，而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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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间接影响用户的支付方式。在本研究的背景下，国家的大力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使用数字

人民币，当消费者越来越使用并享受到数字人民币便利时，他们可能也会尝试着去使用。因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设： 
H3：社会影响对于数字人民币使用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4) 便利条件：是指用户认为现有资源和环境条件是否足以支持其顺利使用新技术或新产品，便利条

件越好，即用户感知到的技术使用环境和资源支持越充分，用户接受新技术或新产品的意愿就越高[22]。
从本文来看，主要是用户在日常生活工作后的时间精力、更快从他人那里得到帮助以及进入数币支付场

所的难易度体现。而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了便利条件对使用意愿的显著影响，如 Baabdullah 等(2019) [23]根
据 343 名参与者的反馈，发现约旦人民感受到自身具备使用手机银行的必备条件和相关资源支持时，更

愿意选择使用手机银行。综上，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H4：便利条件对于数字人民币使用具有正向影响 

 

 
Figure 1. Model assumptions 
图 1. 模型假设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方法 

本文将数字人民币使用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作为解释

变量，另外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与了解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数字人民币的

使用意愿进行分析，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多个自变量与一个因变量的线性关系模型，即个人在面对某些选

择时会受到多种方面的影响，而多元线性回归能体现出各个方面影响程度大小以及关系。因此，本文通

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证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对于数币使用意愿的影响。 

4.2. 问卷设计及样本情况 

本文基于对多家使用数币商户的调研和 UTAUT 模型设计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如

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了解程度以及数币使用情况；UTAUT 的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便利

条件四个维度以及其下包含的测量题目；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意愿为最后探究变量。通过设计该问卷并下

发回收，本文共收集了来自南京居民问卷 542 份，其中有效问卷 506 份，有效率为 93.36%。 

4.3. 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量表的有效性，本文的四个变量均来自成熟量表，主要借鉴 Venkatesh 等[18]的量表，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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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本内容进行调整，共 14 个题项见表 1，同时问卷中所有题项均采用 Likert5 分量表评分法进行评价，

从 1 到 5 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Table 1.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items 
表 1. 变量及测量题项 

变量 题项 参考文献 

绩效期望 

数字人民币能让交易体验更好 

Venkatesh 等 

使用数字人民币使我的交易更方便 

数字人民币可以让我更快地进行交易 

数字人民币可以提升我的在线交易质量 

努力期望 

我能够轻松学会使用数字人民币 

我能够轻松熟练使用数字人民币 

我很容易就能在使用数字人民币中找到自己的需求 

数字人民币平台的互动性很好 

社会影响 

身边人认为我该使用数字人民币 

身边的大多数人使用时，我也会使用 

使用数字人民币与我的生活习惯相符 

便利条件 

我有足够时间精力来学习使用数字人民币 

我能够轻松进入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所 

使用数字人民币时，能很快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 

5.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主要从以下 5 个方面统计调研对象信息，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objects 
表 2. 调研对象基本特征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212 41.9 

 女 294 58.1 

年龄 18 周岁以下 30 5.9 

 18~30 292 57.7 

 31~50 116 22.9 

 51 周岁以上 68 13.4 

教育背景 高中以下 26 5.1 

 大专 161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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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本科 247 48.8 

 硕士 56 11.1 

 博士及以上 16 3.2 

了解程度 十分了解 86 17 

 了解 183 36.2 

 听过且有了一定的了解 146 28.8 

 不了解 91 18 

使用数字人民币频率 每天都用 105 20.8 

 每周多次 146 28.9 

 每月几次 168 33.2 

 几乎不使用 87 17.1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如表 2 所示，样本男女比例分别为 41.9%和 58.1%，性别比例相当；被调查者年龄

分布来看，18~30 岁年龄段人数较多，接近 60%，这一年龄层为年轻人群体，为数字人民币主要使用者，

18 周岁以下以及 51 岁以上的所占比例相对较少；在教育背景上，以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为

主，占比为 48.8%，高中以下占比 5.1%，博士及以上占比 3.2%，这两类占比数量较少；在了解程度方面，

大部分为了解，占比 36.2%，不了解的人数为 91，占比 18%；从数字人民币使用频率上来看，每月几次、

每周多次和每天都用占整个数据 80%以上，说明在被调查对象中基本使用过数字人民币。 

5.2. 信效度检验 

信度一般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来衡量，一般情况下，若 Cronbach’s α系数 > 0.7，说明测量量表信

度较好，若 Cronbach’s α系数 < 0.7，则通常被视为可信度较低，需要将数据进一步分析和处理。本研究

运用 SPSS 对问卷信度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Reliability test 
表 3. 信度检验 

变量 题项 Cronbach’s α系数 

绩效期望 4 0.829 

努力期望 4 0.800 

社会影响 3 0.747 

便利条件 3 0.742 

 
从上表 3 可知，四个变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均 > 0.7，说明该数据可信度较高。 
效度也称有效性，指运用测量工具确实能够得到所需测量的内容，目前学术界将这部分分为内容效

度和结构效度，本研究主要通过 KMO 和 Bartlett 检验测量其结构效度，即测量结果体现出来的某种结构

与测值之间的对应程度。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可以看出，各变量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显著性均小于 0.001，KMO 值均在 0.7 以上，说明问卷

的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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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Validity test 
表 4. 效度检验 

变量 KMO 
Bartlett 

近似卡方 df Sig. 

绩效期望 0.812 102.741 6 0.000 

努力期望 0.772 86.748 6 0.000 

社会影响 0.704 54.495 3 0.000 

便利条件 0.703 52.379 3 0.000 

5.3. 回归分析 

1、模型拟合效果评价 
 

Table 5. Model fit evaluation 
表 5. 模型拟合度判断 

模型 
R R2 调整的 R2 标准估计的误差 

0.855 0.732 0.72 0.316 

 
模型拟合效果主要看 R2，其代表模型拟合程度，反映了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一个解释程度。R2 的值

介于 0~1 之间，越接近于 1 说明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越高，因而拟合效果越好。本模型见表 5
中 R2 为 0.732，说明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变化的 73.2%，即 Y73.2%，是由于 X1 (绩效期望)、X2 (努力

期望)、X3 (社会影响)、X4 (便利条件)引起的。 
2、模型整体回归及显著性检验 

 
Table 6. Overall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l 
表 6. 模型整体显著性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多元线性回归 18.239 3 6.080 60.879 0.000 

 
模型整体显著性由 F 来判定，如果出现显著性，则说明 X 会对 Y 产生影响。如表 6 所示，F 检验对

应的 Sig = 0.000 < 0.05，说明呈现出显著性，即模型是有意义的，至少有一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产生显著

影响。 
 

Table 7.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表 7.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模型 B 标准误差 t 显著性 

常量 −0.360 0.276 −1.306 0.196 

绩效期望 0.634 0.163 4.723 0.000 

努力期望 0.393 0.158 2.491 0.015 

社会影响 0.547 0.161 3.399 0.001 

便利条件 0.674 0.144 4.68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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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7 得出本模型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是：Y = 0.634X1 + 0.393X2 + 0.547X3 + 0.674X4 − 0.36，因

此，H1 (绩效期望)、H2 (努力期望)、H3 (社会影响)、H4 (便利条件)四个假设均得到了验证，所有的 B 值

都大于 0，即四个维度对于数字人民币使用意愿均具有正向影响。 
从结果和描述性统计来看，数字人民币在绩效期望和便利条件两方面对于提升用户使用意愿效果更

加显著，也即如果数字人民币对于交易体验更好，交易更方便、更快捷，交易质量越高，就会有越多的

人愿意去使用数字人民币，个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之后时间精力更多，政府给出的数字人民币配套措施与

资源更好，也会更加推进用户的使用，同时用户在使用数字人民币也会受到自身条件和周围环境的一个

影响。 

6. 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研究 

数字人民币作为中国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近年来在多个领域加速落地应用，其“支付即结算”、

可编程性、高安全性等特点，为不同场景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持。通过前文对于影响数字人民币

使用意愿的因素实证分析，发现便利条件对其影响相比于其他三个因素更为显著，因而本文主要通过总

结探讨其应用场景，对便利条件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效益，进而促进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普及。下面将从

多个维度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数字人民币的应用特点及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相关要求。 

6.1. 政府与公共服务 

数字人民币依托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账本特性，实现财政资金的“T + 0”实时结算，彻底改变传统

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中“跨行清算–财政审核–代理行划拨”的多层级流程。以江苏盐城经济开发区为例，

其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接入数字人民币系统后，土地交易资金到账时间由原先的 3~5 个工作日缩短至 10 分

钟内，资金流转效率提升 90%以上[24]。同时数字人民币在政府系统中的应用赋能监管与审计升级。深圳

市审计局利用数字人民币交易链的可追溯性，对保障性住房补贴发放进行全流程追踪，发现并纠正 3 起

资金违规使用案例，涉及金额超 1200 万元[25]。此外，数字人民币的“可控匿名”设计，在保障公众

隐私的前提下，允许监管部门按权限调取资金流向数据，平衡了政务数据透明化与公民个人隐私保护

的需求。 
通过数字人民币还可以降低公共服务领域的融资成本。雄安新区作为分散北京非首都职能的重要行

政区划，在推行的“数币贷”中，智能合约被嵌入政府采购合同[26]，根据供应商履约进度自动触发资金

释放，合同约定供应商完成 30%工程量时，系统自动核验物联网传感器上传的施工数据，触发首笔 50%
预付款支付；剩余 30%款项以数字人民币形式存入共管账户，若供应商未按期交付，资金将按日扣除违

约金并返还财政。共管账户中的数字人民币可作为电子票据凭证，供应商可凭此向银行申请贴现，融资

利率较传统抵押贷款降低 2~3 个百分点，从而有效降低了融资的成本，还增强了资金的安全性。 
数字人民币的应用还强化了跨部门协同机制，以一般的社保缴费场景为例，通常需协调财政部门、

税务部门、商业银行及央行数研所四方主体。参保人通过电子社保卡发起数字人民币缴费后，资金实时

划转至国库账户，税务系统同步生成电子税票，替代原有“银行代收–人工对账–财政入库”的 5 日流

程，商业银行需调整原有代收手续费分润模式，转向基于交易流水的技术服务费计费。浙江省在之前的

试点中，此举使社保缴费综合成本下降了 40% [27]。 

6.2. 跨境贸易与支付 

数字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一个重要应用便是数字货币桥。数字货币桥是指多国的中央银行利用数

字货币搭建可信互通的桥梁，形成跨境支付网络。数字货币与跨境支付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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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实践，正在重塑全球贸易结算模式[28]。 
数字货币桥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点对点交易，直接绕开传统 SWIFT 体系中层层代理行的复杂链

路，实现了低成本与高效率的结合。以南沙航运交易为例，中国建设银行广东自贸区分行在船舶跨境交

易中，利用数字货币桥完成数字人民币与港币的实时兑换结算。传统模式下需 2~3 天的清算流程被压缩

至只需要 6~9 秒即可完成，同时还节省了约 30%的中介手续费[29]；这种效率的跃升同样体现在中国和

印度尼西亚的“两国双园”兴业银行的应用实例中。中国通过数字人民币为食品企业支付印尼海产品的

货款，将原本涉及 5 家机构的跨境支付链路简化为直通式处理，企业结算成本下降 45%，资金到账时间

从 48 小时缩短至 10 分钟[30]。 
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生态的应用。数字货币桥为人民币跨境结算开辟了合

规化技术通道。2024 年上海跨境结算数据显示，大宗商品人民币结算占比从 2021 年的 18%跃升至 37%，

其中铁矿石、原油等重要战略物资的跨境支付的 90%是通过数字货币桥完成[31]。倘若没有数字人民币的

应用，数字货币桥也无法实现应用，数字货币桥通过嵌入贸易真实性审核算法，使中小企业更易获得跨

境数字人民币融资支持。 
数字人民币不仅是支付工具的创新，更是国际金融治理规则的数字化重构。南沙航运的案例凸显技

术对传统动产跨境交易的赋能，中印两国的合作项目展现新兴市场间的本币合作潜力，上海跨境贸易的

实践则标志着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向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进阶。数字人民币的应用推动了我国加入全

球数字货币桥网络的应用，数字人民币在我国的跨境贸易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数字货币桥项

目接入经济体扩展至 40 个，数字货币桥正成为全球央行数字货币互联互通的核心基础设施，其发展或将

重塑 21 世纪国际货币体系格局。 

6.3. 个人消费与生活服务 

随着数字人民币的逐步推广，其便捷性、普惠性以及对用户粘性和隐私保护的关注，正在深刻改变

人们的支付习惯。 
数字人民币凭借其便捷性覆盖了餐饮、交通、生活缴费等高频支付场景，满足了用户的日常需求。

更重要的是，数字人民币支持无网络支付功能，这意味着即使在网络信号不佳的地区，用户依然可以顺

利完成支付。这一特性极大地提升了支付的普惠性，尤其为偏远地区或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用户提供

了便利。数字人民币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试点时已全面接入公共交通系统。无论是地铁还是公交，乘客

只需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即可快速完成支付。据统计，这些试点城市的日均交易量已突破百万笔，充分

体现了数字人民币在便捷性和普惠性方面的优势。此外，无网络支付功能在高峰时段或地下交通场景中

尤为重要，避免了因为网络延时造成的支付滞后和时间损耗，为用户提供了无缝的支付体验。 
同时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通过红包激励、手续费减免等方式发挥数字人民币的优势，扩大数字人民

币的应用场景。以深圳市为例，2024 年春节期间，当地政府发放了总额 5000 万元的数字人民币红包，定

向用于零售消费。其中，深圳餐饮业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过 25%；21 家重点商圈假期累计客流量约 342
万人，同比上涨约 28%；全市线下消费金额达 55.94 亿元，同比增长 17.55% [1]。通过红包激励，许多用

户首次体验了数字人民币支付，并逐渐将其融入日常生活。这种“红包 + 消费”的模式，有效提升了用

户粘性，为数字人民币的进一步推广奠定了基础。另外在公共交通场景中，数字人民币的匿名支付功能

得到了广泛应用。用户在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地铁或公交费用时，无需提供个人身份信息，既保障了支

付效率，又保护了用户隐私。同时，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也为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营优化提供了数据支

持。通过分析交易数据，相关部门可以更好地规划线路和班次，提升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 
数字人民币的便捷性与普惠性使其在餐饮、交通、生活缴费等高频场景中迅速普及，而无网络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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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进一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通过红包激励和手续费减免等方式，数字人民币正在逐步提升用户粘性。

与此同时，隐私保护与交易可追溯性的平衡也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未来，随着更多创新应用

场景的开发和用户体验的持续优化，数字人民币有望成为我国支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和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数字人民币凭借其优势在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跨境贸易和交易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领

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随着数字人民币的进一步推广，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将得到进一步地扩

大，数字人民币对于改变我国现有的支付方式，带来新的支付领域的变革发挥着重要作用。 

7. 数字人民币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7.1. 风险 

1、技术风险 
数字人民币作为新兴的支付工具，在提升支付效率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技术风险，特别是在隐私这

个关系国泰民安的重要方面还有待完善。一方面，系统安全风险还有待提升，尽管数字人民币采用了区

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账本系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但仍难以完全规避黑客攻击和网络诈骗等威胁，黑客

仍然可能利用技术手段窃取用户钱包中的数字人民币，或通过系统漏洞进行非法操作，如篡改交易记录

或制造虚假交易；另一方面，数据隐私风险存在于广泛主体之间，技术未能完善使得在这方面面临挑战，

数字人民币的交易虽然具有可追溯性，有助于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但也可能导致用户隐私泄露，因为每

一笔交易都绑定用户的身份信息，一旦加密技术被攻破，用户的个人信息和交易记录可能被非法获取，

进而引发信息滥用或诈骗等问题；最后，技术漏洞与操作风险同样不容忽视，数字人民币的技术设计还

未完全天衣无缝，仍然存在潜在漏洞，特别是在离线支付场景下，可能出现数据丢失或钱包损坏的情况，

导致用户无法正常使用资金，同时，用户误操作(如输入错误地址或金额)也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资金损失，

这些风险的存在要求数字人民币系统在技术设计、安全防护和用户教育等方面持续优化，以确保其安全

性和可靠性。 
2、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主要涉及法律法规的完善、跨境支付的合规性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等方面。首先是法律

法规的不完善，作为新兴货币形式，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和监管尚未被现有法律法规完全覆盖。例

如，《人民币管理条例》和《刑法》等法律尚未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和监管框架，这可能导致在实

际应用中产生法律纠纷，例如在交易争议、资金冻结或反洗钱调查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跨境

支付与国际监管冲突不利于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不同国家对数字货币的监管立场差异显著，例如美国

将比特币视为金融资产，而中国对虚拟货币采取严格监管措施，这种监管差异可能导致数字人民币在国

际支付中遭遇法律障碍，影响其跨境流通和接受度；与此同时，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可能对现行货

币管理体系产生冲击，例如，大量存款转换为数字人民币可能导致银行存款减少，进而削弱银行的信贷

扩张能力，影响实体经济的融资环境，并且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可能加速金融资产的转换速度，增加金融

机构的流动性管理难度，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金融稳定性带来潜在影响，这些情况表明数字人民币

在推广过程中面临的各方面管理风险亟需解决。 

7.2. 挑战 

1、用户使用意愿较低 
根据我们调研的数据以及对现状的分析，有些受访者认为数字人民币在交易体验方面可能尚未充分

满足需求，部分用户认为使用数字人民币与传统支付方式相比未带来显著提升，导致使用意愿受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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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受访者对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流程方面存在学习门槛，在使用数字人民币的过程中发现技术术语过

多或界面设计不够友好，互动性较弱，导致用户认知负担增加。如何打破数字人民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

门槛，提升人们的使用意愿是目前数字人民币推广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数字人民币在使用过程

中的便利性也是影响人们使用意愿的一个原因，使用过程中能否获得帮助、进入数字人民币使用场所是

否方便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2、技术、标准建设不足 
数字人民币对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的高度依赖，使得系统稳定性与安全性成为关键风险点。目

前对于区块链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与普及还存在着技术壁垒，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存在不能支持这些技术

应用的情况，这些技术的普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有些人可能存在着对于技术认知的偏差，对于这些

技术的接受度尚且不高。同时，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面临着多国央行数字货币技术标准差异，目前

尚未形成完善的国际标准，使得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方面缺少完整的体系和统一的标准。数字人民币

在偏远地区想实现离线支付时面临着终端覆盖不足的问题，没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数字人民币的

推广面临挑战。 
3、缺少协同标准 
目前数字人民币在政府服务场景应用中，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形成有效范式。以社保缴费、行

政审批等典型场景为例，税务、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间的数据接口标准尚未统一，导致身份核验、交

易溯源等基础功能存在着障碍。我国的地方政务平台目前还存在数字人民币接口协议不兼容问题。同时

跨境支付领域面临的国际合规冲突更为复杂，涉及多个环节的监管差异。此外，用户习惯的年龄分层特

征显著，不同年龄群体对于数字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数字人民币在不同领域不同环节都缺

少一个统一的协同标准。 

8. 数字人民币推广策略与建议 

数字人民币在政府与公共服务、跨境贸易与支付、个人消费与生活服务三大场景的推广中，尽管展现

了显著的技术优势与社会价值，但仍面临一系列共性的风险与挑战。这些问题既涉及技术、法律、国际协

同等宏观层面，也包含用户习惯与隐私、普惠覆盖等微观落地的难题。需通过系统性优化措施构建完整的

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推动数字人民币从“工具创新”向“生态重构”进阶，实现更宽领域的应用。 

8.1. 用户体验与反馈 

为解决用户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意愿较低，对于数字人民币使用不便等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在跨境支

付、公共服务缴费等高频场景中嵌入数字人民币专属优惠(如手续费减免、积分奖励)，凸显数字人民币的

便利性和经济性，强化功能优势。通过智能合约技术实现自动化的补贴发放或个性化服务，提升用户对

绩效的直观感知。开发“一键式”功能，简化操作流程，并提供语音助手或视频教程指导用户操作。针

对不同用户群体设计差异化的界面，减少信息过载。加大社会宣传力度，鼓励用户分享使用体验并给予

奖励，形成口碑效应。官方可以制作短视频或漫画，展示数字人民币在购物、出行、理财等日常场景中

的应用，降低认知距离。同时联合商超、餐饮、交通等领域商户，推出“数字人民币消费专区”，并通过

政策补贴加速终端设备覆盖。加强数字人民币系统与主流支付平台的兼容性，建立快速响应机制解决网

络或设备故障。 

8.2. 技术安全与基础设施提升 

针对数字人民币使用目前存在的技术安全与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建立“技术双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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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体系。一方面，由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主导研发异构区块链架构，通过多链并行与跨链协议提升风

险防范的能力，部署“主链 + 应急链”双系统，确保极端情况下主链路失效能够自动切换到应急链路上；

另一方面，可以联合相关部门建设覆盖全国的“数字人民币边缘计算节点”，将离线支付响应速度提升

至毫秒级。同时，对农村地区商户实施“终端普惠计划”，通过财政补贴推动相关设备的普及。 

8.3. 跨域协同与标准统一 

针对数字人民币在服务场景应用中，跨部门数据共享与标准尚未形成，应根据国内国际的不同情况

分别建设协同标准。在国内层面，推动数字报文、二维码制、蓝牙等方面的统一[1]。例如，实现数字人

民币体系与传统电子支付工具的互联互通，让消费者可以“一码通扫”[32]，商户无需增加成本即可支持

各类支付工具。同时推进数字人民币标准化体系建设与工信等部门标准化建设的协调与衔接，扩大标准

的统一性和可用性。以国家和部门标准化建设为抓手，鼓励各类机构组织在遵循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基础

上，研究和制定更高标准。还可以强化政策法规支持，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加速推动区域协同治理一体

化。例如，通过联合立法或协同立法机制，为数字人民币跨区域应用提供法律保障。 

8.4. 隐私保护与监管平衡 

针对用户隐私保护与管理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完善“法治 + 技术”双重治理体系助力实现用户隐私

保护与监管的平衡。首先在立法层面，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出台专门针对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完善

数字人民币使用过程中的各种细节，使得用户的隐私能够得到充分地保证；在技术层面，可以加速研发

“隐私计算模块”[32]，在跨境支付中采用零知识证明技术，使交易双方可验证合规性而无须暴露敏感信

息。这样既有效实现了数字人民币应用领域的创新，又能在立法和技术双重层面保护用户的隐私，让用

户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使用数字人民币。 

9. 结语 

本文主要以南京市为基础样本，基于该市的调研结果，利用 506 份样本数据分析影响数币使用意

愿的相关因素，运用 UTAUT 模型构建了南京市用户数币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框架，进而进行深入研

究分析。影响数币使用意愿的主要因素是用户所感知的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以及便利条件

四个方面，但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了解程度等对于具体进行选择支付方式时也会有一定影响，在研

究时，通过将上述四个基本特征与使用意愿进行交叉分析，发现用户在年龄和教育背景的了解程度上

对数字人民币使用意愿影响更显著，如年龄小一点的会更倾向于选择，教育程度高的使用意愿也更高，

并且用户个人对数币的了解程度越高，对数币的使用意愿则越强；因此如果想要更进一步更好地推广

数币，就不能只停留在主要的四个核心要素上，还需要打开民众对数币的认知窗口，强化民众对数币

的了解与认知。并且当前数字人民币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方面还有待增强，虽然提出的得较早，

但是相关配套应用场景较少，这很大限度上阻碍了其推广，而本研究通过政策追溯与实际考察，总结

梳理并提出一些应用场景，与此同时通过新闻与文献梳理总结出数字人民币所面临的几大风险与相关

的挑战，如技术风险、管理风险、标准不协同等。根据使用意愿影响因素以及场景论述，辅以实际情况

与相关研究，最终提出相关促进数字人民币推广的对策建议，有助于数字人民币的广泛使用，加强用

户对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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