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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永红

如何有效发挥数字人民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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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果先从蔫了的

吃，吃完后，新鲜的也蔫

了， 结果还是吃蔫的，一

直循环。

2.� 舍不得打车，等

了 10 分钟公交没来，还

是打车了。

3.� 凑满减， 买一堆

非必需品，买回来就放着

闲置了。

4.� 孩子的新衣服放

放再穿，先穿旧的。 放着

放着就小了。

5.� 晚上玩手机省点

不开灯，眼睛不舒服去看

医生。

6.� 支付宝扫码的红

包，每天都在为了花掉红

包而购物。

7.� 为了省几元停车

费， 把车停在外面马路，

结果被交警贴罚单。

8.� 买了辆车， 结果

早晚高峰都堵车，公司停

车费很贵，还是改成地铁

上下班，每个月白交很多

停车费。

9.� 同样 100 元，宁

愿买 5 件便宜质量差的

东西， 也不愿意买一件、

质量好耐用的东西。

10.� 为了省一两百元搬家费用，

找 3 个朋友来帮忙搬家， 结果请他们

吃饭花了两三百元。

11.� 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不爱惜

身体，最后攒的钱都送给了医院。

12.� 心疼运费留下不喜欢的东

西，到后面钱没了，东西也没用过。

13.� 勤勤恳恳打工一年， 过年回

家打牌输掉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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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人去世后，作为房产继承人而

迟迟未过户的原因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

是只有一个继承人，不着急过户。 第二

种是有多个继承人，但其余继承人均未

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情形下。 不管以上

何种原因，继承未过户的房子最终将面

临以下五大后果：

房屋的权利受限制

未过户的房子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

响一些简单的处置，比如居住、出租、装

修、翻新等。 但如若涉及到出售、赠与、

抵押贷款、拆迁补偿等问题上，继承人

未过户的情况下，是没有权利处置这些

问题的。

交易违约风险

这样的房子虽然

有产权，但因为继承未

过户的情况下，产权人

还是属于过世方的。

即使签订了合同，一旦

出现纠纷，房子未必属

于购房者。

房子共有人不同意卖房

因为卖房时，需要房子共有人共同同

意才能卖。如果房子共有人中不同意卖房，

即使签订了购房合同，那也是属于无效的。

继承份额流失的风险

继承份额的多少， 只有登记在不动

产证上才是最有效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继承份额流失风险会越来越大。

增加税务缴纳

如果继承的房子房产证没有满五

年，出售该房屋的时候，继承部分的个人

所得税必须按照差额的 20%来征收。 但

是如果继承的房子房产证满五年以上。

该部分是免征收的。

继承人迟迟不过户，最终将面临这 5 大后果

■ 劳 曹

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数字货币，属于我国的法定货币。 数字

人民币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信用等级远

高于任何基于银行账户的电子货币，具

有便捷、高效、安全的特性，受到越来越

多经营主体的欢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创新

作为第一发展动力，加速推进经济数字

化转型，在全球数字支付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 中国人民银行高度重视数字技术

和金融科技，2014 年开始研发数字人民

币，2019 年数字人民币率先在深圳、苏

州、雄安新区、成都等试点使用。

截至目前，数字人民币已在 17 个省

市以及北京冬奥会上试点使用，涵盖了

公用事业、餐饮服务、交通出行、零售商

超、医疗、证券及政府服务等多个领域，

走进了千家万户。

为了更好发挥现行货币发行架构的

积极作用，数字人民币采取“央行———商

业银行”“商业银行———客户”的双层架

构模式，在技术先进性和运行安全可靠

性之间保持了平衡。 尤其是数字人民币

综合了集中式与分布式架构特点，遵循

“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溯”和“钱包与账

户松耦合”的原则，既可最大限度地保护

个人隐私，又能监管大额非法资金，维护

我国的金融安全。

一直以来，作为数字人民币的运营

机构，国有六大行以及招商、兴业、微众、

网商银行抢抓机遇，积极创新数字人民

币产品，发掘新的应用场景，提供从支付

结算到消费金融的一揽子综合服务，推

动数字人民币从纯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

转变。 截至 2022 年年底，流通中的数字

人民币存量达到 136.1 亿元。 数字货币

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开辟了新业务空

间，为商业银行运用金融科技开展零售

业务提供了新支付工具。

数字人民币在国内交易支付中快速

推广应用， 还进入了跨境支付领域。

2022 年 8 月份，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

研究所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央行以

及阿联酋央行共同推进数字货币桥

（mBridge） 项目，4 个法律辖区的 20 家

商业银行完成了基于真实交易场景的

试点测试，累计完成跨境支付和外汇同

步交收 164 笔，结算金额折合人民币超

过 1.5 亿元， 其中数字人民币交易笔数

占比 46.6%，结算金额占比 15.5%。

数字货币桥提供了更快捷、更便宜、

更透明和更包容的跨境支付服务，有利

于促进全球发展和金融普惠，也为人民

币国际化开辟了新赛道。

当然，作为新生事物，数字人民币还

处于初级阶段，要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

替代目前盛行的电子货币，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要充分发挥数字人民币职能，

必须扎扎实实做好一些工作。

一是坚持市场导向，加速形成数字

人民币的网络效应。 要调动经营主体积

极性，构建科学的激励机制，鼓励数字人

民币运营机构不断创新产品，完善数字

人民币产品设计，发挥商业银行的网络

与渠道优势， 拓宽数字人民币使用渠

道，提供更多应用平台和新场景，提高数

字人民币使用的便捷性和普惠性。

二是坚持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

球数字治理。 参与全球数据跨境流动、

数字本地化存储、数字安全、隐私保护、

反垄断等领域的规则和标准制定，以负

责任的大国形象增加全球公共产品供

给，为数字人民币推广使用营造良好的

制度环境。

三是推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在

国际支付体系数字化改革方面贡献中国

方案。 继续完善数字货币桥的数据安全

保护工具，探索分布式部署，优化数据记

录与分享，加强数据隐私和治理。 将国

内积累的数字人民币运行经验运用到数

字货币桥建设中，向参与的各国央行提

供数字货币相关技术，致力于解决政策

和治理方面的关键问题，确保所有参与

国家或法律辖区拥有平等权利，增强国

际支付体系的公平性。

（来源：《经济日报》）

顾客正在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结算

当前，数字人民币试点扎实推进，有力促进了社会消费回暖与潜

力释放。 如何精准理解与把握数字人民币的意义，推动其在保民生、

促消费、扩内需、稳增长中更好地发挥职能？ 这值得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