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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數位化發展正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數位貨幣也成為國際間研究的焦點，包

括數位美元與數位歐元等「央行數位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正從理

論性研究走向技術實驗。然而，CBDC不盡然是每個國家的最適選擇，搶先發行不一定能

帶來正面且立即的效益，須依各國的政策目標與需求，採取最適合的發展策略。

一、國際間CBDC發展趨勢

根據BIS調查1，國際間目前已有86%央行投入CBDC研究，其中大多數已從純粹的理

論性研究，逐步推進到於內部封閉環境下的技術實驗或概念驗證(POC)，少部分國情特殊

者，更進一步開發可用於真實環境的系統，進行試點(pilot)或已正式推出。

(一) 臺灣與歐美等多數國家電子支付多元便利，均循序漸進地進行CBDC研究試驗

鑑於數位創新正在重塑支付服務型態，歐、美、日、韓等主要國家與臺灣均已籌

備或展開CBDC研究計畫，以提前掌握CBDC技術與業務可行性，因應未來數位支付的

發展趨勢(圖A4-1)2。目前該等國家均未正式發行CBDC或公布推出時間表。

圖 A4-1  各國CBDC研究與實驗的主要動機

資料來源：主要參考自Cheng et al. (2021)。

(二) 中國大陸及瑞典嘗試以CBDC解決其國內特殊支付市場問題

中國大陸及瑞典的支付市場發展與上述主要國家及臺灣截然不同，正面臨現金使

用邊緣化，以及支付市場被民間支付業者壟斷等問題(圖A4-2)。當民間支付服務越來

越普及，現金的市場份額持續流失，將使國家原透過提供現金在零售支付扮演的關鍵

角色，逐漸式微。政府如推出CBDC，可以遞補現金逐漸消失的缺口，同時避免民間

壟斷，以維護國家在支付市場的角色。因此，中國大陸正積極推動「數位人民幣」

專欄4：國際間CBDC發展趨勢及其政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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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Y)試點3，瑞典央行也持續進行「電子克朗」(e-krona)的技術試驗4。

圖 A4-2  中國大陸及瑞典支付市場面臨共同的問題

資料來源： BIS、易觀智庫、Swish及SCB等網站。

(三) 巴哈馬等新興國家期望以CBDC補充其欠缺的支付基礎設施

近期一些新興國家正興起CBDC的熱潮，例如巴哈馬央行於2020年10月率先推出

「Sand Dollar」5，東加勒比央行於2021年3月推出「DCash」試點6，奈及利亞央行於

2021年10月推出「eNaira」7，以及牙買加央行亦計畫於2022年第2季推出CBDC8。

上述新興國家均面臨相似的困境，其支付基礎設施嚴重不足，過去由民間主導發

展的電子支付普及率不高且收費昂貴，使得當地民眾至今仍倚賴現金交易。CBDC可

望能補充其極為欠缺的支付基礎設施，充當民眾最基本的電子支付工具，降低對現金

的依賴，並有利於政府推動普惠金融。

二、CBDC政策意涵

目前發展或研究CBDC的國家，其政策上大致有3種意涵：

(一) 深入瞭解數位科技潛力，因應數位支付未來趨勢

相較於巴哈馬等新興國家因支付基礎設施缺乏而發行CBDC，或瑞典與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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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其境內民間支付壟斷問題而推動CBDC，歐美等主要國家則無這些情況，研究

CBDC是期望新的數位支付工具，能符合未來數位環境的需要及商業模式的創新。

(二) 維護國家在支付市場的角色，健全金融體系運作

當前瑞典及中國大陸正面臨民間行動支付壟斷市場，並持續排擠現金使用等問

題。在現金使用逐漸減少之際，央行如能推出CBDC，可望遞補現金的缺口，維護

國家在支付市場的角色，同時讓大眾得以繼續在支付體系中取得最安全的中央銀行

貨幣。

另一方面，為解除消費者對個人隱私的擔憂，CBDC在設計上也會注重消費者的

隱私保護，同時符合洗錢防制(AML)及防範非法活動等相關規範，確保金融體系的健

全運作。

(三) 作為國家提供的支付選項，促進普惠金融

巴哈馬等新興國家之金融基礎設施不足、現金發行成本過高及民間推動電子支付

成果不佳，改由央行發行CBDC充當民眾基本的電子支付工具，是政府實現普惠金融

政策目標的可行選項之一。

對歐美及臺灣等電子支付發達國家而言，CBDC僅是在既有眾多支付工具中再多

一個選項。有別於以商業利益為導向的民間支付工具，CBDC是以公共利益為導向，

且能更普惠地提供大眾使用。

三、本行研究CBDC的政策考量與研究進展

(一) 本行研究CBDC的政策考量

我國電子支付多元便利，現金使用情形良好，與歐美等主要國家相同，政策考量

也幾乎一致(表A4-1)；主要是因應數位支付未來趨勢，主動瞭解CBDC的技術挑戰及成

本效益，持續探討可能的技術解決方案與最佳運作模式；讓未來CBDC如果推出，能

發揮出有別於其他支付工具的價值與功能。

表 A4-1  國際間支付市場發展情形與CBDC政策考量重點

電子支付 現金使用 CBDC政策考量重點

歐美主要國家及臺灣 多元便利 使用良好 深入瞭解數位科技潛力，因應數位支付未來趨勢

中國大陸與瑞典 民間壟斷 使用減少 維護國家在支付市場的角色，健全金融體系運作

巴哈馬等新興國家 發展不足 高度倚賴 作為國家提供的支付選項，促進普惠金融

資料來源：本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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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行正進行CBDC研究與試驗

客觀而言，各國在CBDC的發展並非競賽，而是要確保CBDC發行至少須切合國內

需求。先發行的少數國家為解決其國內特殊的支付環境問題，固然能先行試驗CBDC

的技術，但也得承擔該技術的潛在風險。其他多數國家則有後發優勢，包括借鏡其他

國家發展經驗，進一步防弊興利，建構更周延的CBDC生態系統。

本行2020年6月完成第1階段「批發型CBDC可行性技術研究」，已瞭解分散式帳

本技術(DLT)應用的局限性，特別是其運作效能尚無法滿足即時、高頻、大量的支付交

易需求。目前正進行第2階段「通用型CBDC試驗計畫」，進入技術實驗階段，藉由建

置CBDC雛形平台，模擬CBDC在零售支付場景應用之試驗，預期2022年9月完成9。後

續本行考慮以此階段的模擬成果，做為社會大眾討論基礎，廣泛徵求外界意見，提供

本行從更多元角度評估未來CBDC發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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