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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贸易环境之下，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形态已发生改变，衍生出数字货币的理念。随着数字货币的广

泛应用，其匿名化、去中心化以及跨区域流通的特征对企业经营提出新挑战。当前法律框架滞后于技术

发展，企业在追求支付效率、合法合规与金融稳定之间难以维持平衡，对数字货币应用于支付结算的态

度呈现显著分化。为防范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法律风险，基于区块链技术与传统法律规则的适配机制，

为企业应对数字货币变革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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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trade environment, the form of currency in cross-border payment has changed, giving 
rise to the concept of digital currency.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currency, its characteristics 
of anonymity, decentralization and cross-regional circulation pose new challenges to business op-
erations.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lags behi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fi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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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 to strike a balance among the pursuit of payment efficiency, legal complianc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As a result,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currencies i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how significant divergence. To prevent legal risks faced by enterprises in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adaptation mechanism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legal 
rul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solution that is both theoretically profound and practically valuable for 
enterprises to cope with the changes brought by digital 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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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货币的概述及发展现状 

1.1. 数字货币的概念 

货币是现代社会金融基础设施的基石，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货币的数字化成为推动全球数字

金融的重要手段。数字货币以电子货币的形式存在，改变了货币的衍生形态且成为了一种替代货币，有

利于革新国家的快捷支付系统，与此同时产生了相应的挑战，给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当前，受到高关注度的数字货币主要有比特币、天秤币以及法定数字货币，但是全球范围内尚未就数字

货币的概念与称谓达成一致意见，数字货币、虚拟货币与加密货币等存在交叉混用的情况[1]。基本上每

天都有各种形式的数字货币在发行，比特币作为加密币的代表，其核心特征是完全去中心化发行机制。

基于分布式账本系统，脱离国家权利的信用背书并且具有不稳定性，与现行货币发行权的初衷相悖。天

秤币则是稳定币的代表，最初是由脸书联合其他公司发起，其宗旨是为了建立一套无国界、能够服务大

众的金融基础设施，试图通过锚定一篮子法定货币储备来实现价格稳定。法定数字货币不仅是货币的数

字化延伸，由中央银行直接发行，因此又称央行数字货币(CBDC)。针对法定数字货币，各国也在持续采

取不同的战略部署，数字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可以有效简化传统跨境支付的流程，跨境支付代表着在国家

独立自主之下，跨越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支付。在实践中，由于加密币与稳定币属于私人数字货币，匿

名化的特征为大量非法活动提供便利，我国并没有完全禁止私人数字货币交易，但是法定数字货币已成

为跨境支付的重点试验项目。 

1.2. 数字货币的特征 

数字货币的本质是货币形态的变化，与传统跨境支付方式不同，采用数字货币支付是数字经济时代

的产物，数字货币的应用映射出技术、权利与金融秩序三者间的深层博弈。在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驱动

下，数字货币形成了自身的创新特征，并与其他数字形态的货币有所区别[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9 年所发布的《数字货币的崛起》一文中，对各类货币进行分类，无论是现金、加密货币还是法定数

字货币都属于物品(object)，但是对于一些稳定币如 USD-Coin 或 Gold-coins Libra 则属于权利(claim)类的

货币。首先，作为跨境数字货币，意味着需要完成跨越某一区域或者某一国家的过程，从全球数字货币

的布局来看，大部分的战略还是停留在国家内部，即更多地是跨区域的数字货币流通。例如法定数字货

币可分为零售型与批发型，前者的境外用户无需依赖境内的商业银行，服务大众，而批发型央行数字货

币体现在国家间的合作领域。因此“跨境”的本质是货币数字化形态突破地理边界的流通与价值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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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数字货币的技术去中介化。通过运用印刷技术实现纸币的流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货

币进入社会视野并加以应用。如今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明显特征为去中心化，即交易过程不需要

第三者介入，其运行与发行不再依赖于中央银行、政府、企业等机构组织的信用基础，而是通过密码算

法、网络协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实现[3]。再者，矛盾性是数字货币发展进程中的内在表现。尤其是数

字货币在跨境流通时，技术赋能的低成本流通挑战传统货币壁垒，交易的匿名性极易构成监管盲区，用

户隐私权与金融犯罪等问题的叠加阻碍数字货币的进一步发展。 

1.3. 数字货币的发展现状 

企业对数字货币的应用更多集中在贸易支付与结算方面。目前的跨境支付系统主要依靠 Swift 系统，

诚然，在全球范围内，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相较于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传统的支付

系统交易效率低下，由于交易过程中会涉及众多中间节点，使用商业银行货币将提高跨境支付的成本。

对于我国而言，法定数字货币已经在国内展开应用，原则上禁止比特币、稳定币、以太坊等数字货币在

市场上流通。我国已启动的“Inthanon-LionRock”项目用于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同时

构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并与多国共建跨境支付走廊，持续推进国际合作。东南亚的国家如新

加坡与马来西亚倾向于多国央行数字货币互操作试验，以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的融资效率。美国对数字

资产持有积极态度，明确提出支持稳定币的发展；欧盟已加密资产立法和 CBDC 研发稳步推进；日本率

先通过稳定币立法并继续推进数字日元[4]。总而言之，对于私人数字货币，各国正在解决监管困境的道

路上奔跑着，未来将会有更透明和严格的监管规则。而法定数字货币更有利于推进全球数字资产的监管。

虽然各国对央行数字货币的认识、研发以及实践推动的进程不一样，但以全球视角观察，无论是主要经

济体国家，亦是中小经济体国家，都在广泛开展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布局等相关工作，探索适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路径[5]。 

2. 数字货币应用的法律框架 

2.1. 国际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职责是维护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尤其是设立特别提款权。最初是为

了补充国际储备资产，以缓解外汇短缺的问题，且成员国之间可以用特别提款权进行交易。在 2020 年该

国际组织公布的《跨境支付的数字货币：宏观金融的影响》报告第 66 条表示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框架，

对处理虚拟资产的专业人员进行许可或注册，并进行基于风险的监测。此外，它还包括确保传统刑法框

架适用于虚拟资产的措施。加之在谈到稳定币时，第 86 条表明管理和监督稳定币发行人和服务提供商是

未来深入研究分析的重点。2024 年随后发表的《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Progress and Further Con-
siderations》将视线集中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重视数据使用与隐私保护，中央银行需要考虑法律规范、

监管框架以及偏好等。国际清算银行(BIS)通过数字货币桥项目实行监管协同，聚焦技术治理。如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与法兰西银行设计“走廊网络”架构，允许参与国保留本国反洗钱规则的同时实现流动性共

享。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将在 2025 年实施的《银行加密资产风险披露框架和资本标准》中强调

稳定币的发行方或银行在持有加密资产时需要遵守的监管规则。欧盟批准的《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

的宗旨是为加密资产建立一套法律框架，其中对加密交易所和稳定币发行者都有明确的监管体系。但是

无论是基于现有的监管制度，还是为数字货币制定一套全新的监管框架，都是极具挑战性。 

2.2. 国际习惯 

基于国家实践与司法协同，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我国明确禁止私人实体发行具有法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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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数字货币，即包括央行数字货币专属权、监管属地性以及数据本地化要求。全球范围内主导支付体

系的竞争日益激烈，法定数字货币不仅促进交易，提高跨境支付效率，亦为国家权利的象征。推进法定

数字货币对全球支付体系的主导竞争作用具有重要意义[6]。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争端解决规则，

如比特币作为无形动产适用于物之所在地法，遵守国际礼让互惠原则，通过司法协助完成数据跨境取证。

然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的国际规则仍存在争议。 

2.3. 国内立法例 

企业可成为数字货币的使用者，亦可为数字货币服务的提供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框架展现出

较大差异。 

2.3.1. 私人数字货币 
针对数字货币的监管，联邦国家将重点集中在稳定币的监管领域，通过各州政府与联邦机构打造出

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对于发达经济体更容易应对稳定币或加密币在发展创新过程中的风险。2023 年提出

的《区块链监管确定性法案》有效规范区块链服务提供者和开发者；2024 年通过的《21 世纪金融创新与

科技法案》为数字资产建立全面的监管框架；2025 年审议中《比特币战略储备法案》提出比特币的购买

份额与时间期限，意在提高比特币的战略储备地位。早在 2022 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以监管

稳定币为重点，认为所有加密货币都将受到监管；随之财政部发布《未来对加密资产金融服务的监管制

度》是当前覆盖面最广的监管提议。而新加坡等国家一直对数字货币保持相对积极的态度，新加坡在数

字货币领域已具备较为清晰的监管制度。 

2.3.2. 法定数字货币 
我国对私人数字货币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从 2017 年开始到 2021 年全面禁止加密货币交易行为，

但是不断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试点项目。俄罗斯对加密货币暂时持有反对态度，认为其不是货币；日本

央行和欧洲央行的 Stella 项目已经在研究同步跨境转账；新加坡的 Ubin 项目用于研究跨境支付。在 2014
年的时候我国已在探讨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范围在不断扩大，覆盖餐饮、医

疗以及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数字人民币为法偿性货币，《关于加强数据资产

管理的指导意见》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体现我国在金融监管领域的进一步提升。当

前，国务院已将《数字经济促进法》纳入立法计划，重点围绕跨境支付、隐私保护与应急管理机制展开。

与此同时，在多个省和地区的央行数字货币在境内流通，如《中国(雄安新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

设实施方案》《上海数据交易所数字资产板块管理规范(试行)》《共建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示范区工作方

案》等。 

3. 企业应用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法律风险防范 

3.1. 企业应用数字货币的典型场景 

随着数字货币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在支付结算、投融资及资产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持续拓展，

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特征。首先采用数字货币支付可以提高跨境交易的效率，企业作为跨境支付的

市场主体，其作用不仅仅是保障税收征管、规范市场秩序更是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更甚者体现在智能

合约与数字货币的结合，成功实现供应链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数字化协同。如我国深圳地区通过

智能合约发放奖学金，利用数字人民币可使资金流转的全过程透明化。我国珠海市建设银行分行积极开

展数字人民币业务，成效卓越。根据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末，中国光大银行云缴费服务入驻数字人民

币 App 后，服务金额突破 1 亿元，同比增长 206%，服务笔数超 100 万笔，同比增长 141% [7]。同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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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将数字货币作为其投资的标的物，新型投资方式的出现对于资产运作模式而言亦为一种创新。通过多

方企业参与数字货币的试点项目，共同探索新场景的应用，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 

3.2. 法律风险类型 

3.2.1. 应税行为判定困难 
对于数字货币的法律定性一直是学界探讨的课题，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界定模糊，数字货币是作为虚

拟财产还是货币，不同国家与地区对其法律属性的界定有所差异。英国的《The Property (Digital Assets etc) 
Bill》承认数字资产的法律地位，加密货币可作为独立的财产类型存在；日本认为除却实用型代币、稳定

币以及证券类代币，其他的数字资产暂时不受到日本法规监管；我国认为加密币和稳定币是特定的虚拟

商品，但认为数字货币具有财产属性；俄罗斯明确将数字货币归类为财产。法律定性之间的差异导致关

税征收对象不明确，对数字货币的计税基础不一致，极大削弱了企业依法纳税的应税作用。 

3.2.2. 数据治理与隐私保护困境 
企业在运用数字货币交易过程中，为保护用户的数据与隐私，所采用的数字钱包地址是匿名化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数据不会被泄露。智能合约的自动付款条款是否能代表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自动执

行的合约可能未经充分同意处理个人信息。区块链上的数据具有不可篡改性，企业将导致用户无法行使

数据删除请求权。在数据遵循本土化储存的原则下，企业采取数字货币跨境时无疑涉及多法域数据规则

之间的冲突。 

3.2.3. 监管科技的滞后性 
随着跨境电商的强韧发展，数字货币在跨境流通中的交易记录呈现在区块链上，无论是交易主体还

是货币实际持有人，金融机构都无法及时对企业进行监管。区块链技术识别交易主体难，尤其是数字货

币的匿名化的特征，从目前现有的技术与系统而言，很难解析数字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复杂的交易路径，

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与传统银行支付的渠道不一致，难以追踪资金的流向，因此企业的“挖矿”、走私和

洗钱的活动频率才会肆意增长。知晓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可有效协调和统一央行数

字货币跨境支付的法律规则，这些差异可能导致跨境支付的法律冲突和不确定性[8]。 

3.3. 法律风险防范策略 

企业所面临法律风险主要体现在合法合规、数据治理与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纵观全球，不仅存在

企业自身使用数字货币进行贸易活动，亦有企业作为数字货币服务的提供者。在未来数字货币是否会真

正取代传统货币无法预测，而合理有效的防范措施将有利于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提升核心竞争力。 

3.3.1. 数字货币的合规审查 
当企业在运用数字货币进行交易时，明确数字货币作为金融机构监管对象的合法性，即法定化监管

的客体范围。当前，金融机构与支付公司、零售与电商平台、新兴领域企业都涉及数字货币交易，因此

需设计多维度的穿透式合规审查流程。企业可根据业务范围申请对应资质，例如欧盟的《加密资产市场

监管法案》认为加密资产的服务提供商在欧盟开展业务，必须设立法律实体，或者该服务与欧盟利益有

关，都将被列入监管范围。 

3.3.2. 构架数字化管理平台 
企业面临的困境之一在于智能合约的效力认定与法律归责。我国海关总署所探索的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设定智能合约，自动进行关税扣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区块链司法应用的意见》可以

看出智能合约在不同跨境场景中的法律效力存在差异，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化的升级。与此同时，企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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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私钥的管理者需明确责任分配和侵权责任认定，与行业内企业共建管理公约。 

3.3.3. 动态监管协调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每年都会公布高风险的国家，督促这些国家完善反恐怖融资与反洗钱体系，其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数字货币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标准，各国可以参照这些标准来完善本国的监管制度，

对企业进行监督与管理。再者可建设“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监管云平台”，海关、中央银行可整合跨境数

据，实现全流程穿透式监管。规则的制定不是一夕便可完成，需推动构建数字货币跨境项目，加强国际

执法协作。 

4. 结语 

企业代表着数字经济时代蓬勃的生命力，货币作为数字化进程中的前沿领域，数字货币在企业运营

中的应用已从技术实验转向贸易实践。可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于国际规则的演进，企业在平衡监管技术与

法律规则还将陷入未知的困境，因此，需要防范企业数字化转型时面临的法律风险，为数字经济的发展

注入新动力。 

参考文献 
[1] 王祥修, 薛清嘉. 数字货币: 经济功能、法律属性与监管路径[J]. 广西社会科学, 2023(3): 107-115.  

[2] 尹振涛, 程雪军. 数字货币的“不等边三元悖论”与监管治理——基于卡-梅框架视角的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23, 76(4): 128-141.  

[3] 季伟明. 数字货币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制度保障策略[J]. 中阿科技论坛(中英文), 2024(10): 146-150.  

[4] 宋爽, 刘朋辉. 全球数字货币发展的最新进展与展望[J]. 国际金融, 2023(4): 52-56.  

[5] 白津夫, 葛红玲. 央行数字货币: 理论、实践与影响[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1: 11.  

[6] 刘晓欣. 全球法定数字货币现状、发展趋势及监管政策[J]. 人民论坛, 2021(24): 66-70.  

[7] 谢思蓓, 陈锡宇. 数字货币时代的公共行政: 金融科技在公共支付领域的应用、风险与治理策略[J]. 中阿科技论

坛(中英文), 2025(4): 168-172.  

[8] 范晓波. 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法律挑战与监管协调路径研究[J]. 政法论坛, 2024, 42(6): 86-9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421

	数字货币背景下企业跨境网络支付的法律风险防范
	摘  要
	关键词
	Legal Risk Prevention of the Cross-Border Online Payment for Enterpris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Currencies
	Abstract
	Keywords
	1. 数字货币的概述及发展现状
	1.1. 数字货币的概念
	1.2. 数字货币的特征
	1.3. 数字货币的发展现状

	2. 数字货币应用的法律框架
	2.1. 国际组织
	2.2. 国际习惯
	2.3. 国内立法例
	2.3.1. 私人数字货币
	2.3.2. 法定数字货币


	3. 企业应用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法律风险防范
	3.1. 企业应用数字货币的典型场景
	3.2. 法律风险类型
	3.2.1. 应税行为判定困难
	3.2.2. 数据治理与隐私保护困境
	3.2.3. 监管科技的滞后性

	3.3. 法律风险防范策略
	3.3.1. 数字货币的合规审查
	3.3.2. 构架数字化管理平台
	3.3.3. 动态监管协调


	4.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