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虛擬金錢 近期，內地多個單位

針對比特幣發表通知，

引起海內外關注。究竟比特幣是甚麼東西？為何

它令國家有所警惕？當中帶來甚麼影響？本文將

逐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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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歸納比特幣的特點。

2. 參考上文，試舉例分析比特幣的兩大興起原因。

3. 你認為比特幣對國際社會帶來甚麼好處和壞處？請各舉2個例子加以說明。

4.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比較虛擬貨幣與傳統貨幣的差異，並舉例加以討論。

5. 你認為有關政府部門應禁止或通行比特幣？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應對

支持
．不受時間限制，隨時買賣。
．不會產生通脹
．匯款方便便宜

好

作者簡介
戴子熙：《環球時報》、《環球人物》、《鳳凰周刊》

等內地媒體撰稿人。另定期為香港《成報》、《新報》、
《香港商報》撰寫時政評論文章。亞太國際關係學會成
員。
陳振寧：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員。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成員。定期於香港《成報》、《香港商報》發表評論文
章。曾參與《通識詞典3》的撰寫工作。

電郵：jambon777@yahoo.com.hk

全球化＋現代中國＋今日香港

｜展｜望｜
有人認為，比特幣的興起與時代背景有

關。金融海嘯後，部分人開始對國家或地區
政府發行的貨幣失去信心。比特幣在此時應
運而生，其不依靠任何特定貨幣機構發行的
特質可能吸引該批人的追捧。而部分人看見
比特幣的買賣等可獲利甚豐，也爭先恐後投
入。比特幣及其他虛擬貨幣在國際日漸普及
是不爭的事實。其規管必須依靠各國和地區
的合作。但國際政治從來是赤裸祼的利益，
各國和地區的利益不盡一致，例如有人認為
比特幣威脅其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穩定；有人
認為比特幣可成為攻擊目標國家和地區的利
器等。而這些利益的差異可能令比特幣的規
管變得困難重重。

「「海嘯海嘯」」留餘弊留餘弊
瘋搶比特幣

引
發

．金融海嘯後，部分人對貨幣失去信心。
．虛擬形式，不受規管。

．幣值暴漲
．普及全球

反對
．匿名助長黑市活動
．缺乏政府信用
．交易平台保安成疑
．若泡沫爆破，恐血本無歸。

比特幣 社會意見多國態度
．泰國：禁止使用
．德國：列為法定貨幣
．美國：持觀望態度
．加拿大溫哥華：出現首
部比特幣提款機

．塞浦路斯：尼科西亞私
立大學為全球首所學校
允用比特幣繳付學費

中國五部委發通知捍人幣地位

比特幣 Bitcoin
來源有點神秘色彩。2008

年，Bitcoin.org被匿名註冊。同年10月，一篇
以日本人名字「中本聰」（Satoshi Naka-
moto）發表的一篇論文在Usenet出現。10
日後，他或他們在開源社區Sourceforge.net
發表一個名為bitcoin的項目。2009年，比特
幣正式面世。而「中本聰」也從網絡消失，從未
露真面目。
比特幣是一種「點對點」（P2P）形式的數字貨幣，按

電腦運算方式「挖掘」而產生，並不依靠任何特定貨幣機
構發行。它可被「挖掘」、購入、賣出等。根據網站Bit-
coincharts，截至今年12月8日，目前流通的比特幣約有
1,200萬個。根據程式限制，比特幣流通量在2014年會超
過2,000萬個。
一般人可通過下載比特幣軟件，然後利用電腦進行運

算，以獲比特幣。現時有晶片生產商推出「挖掘」比特幣
專用的高速計算晶片。當然，這個過程需花不少時間、電
力等，故部分人寧願到網站購買，這造就一個又一個的交
易平台。

龐氏騙局
Ponzi Scheme

惡意地以不可能實現的高收益項目，以
快速實現盈利為招徠，誘使其他人投入資
金。新加入者的資金，會快速變成較早加
入者的回報，如此類推。該運作關鍵在於
有更多人把更多資金帶入。有人認為，比

特幣就是龐氏騙局，因為其價值、流動性等取決於會否有
更多人願意購買。當這種現象不再存在時，比特幣的系統
便會動搖，甚至崩潰。

價飆如黃金 勢力遍全球
比特幣的價值不斷上升，日漸普及。兩個月前，比特幣的價值只
有138美元，至近日已突破1,000美元。另外，根據「貨幣地圖」
網站顯示，11月世界支持比特幣的商店有過千家，分布如下：歐洲

有近600家；美國500餘家；中國20家，當中13家在港台地區，其他位於北京、
上海等。10月，內地最大搜查網站百度的網站加速平台「百度加速樂」開始接受
比特幣支付。值得一提的是，據統計，比特幣在中國的交易量佔全球三分一。可
見比特幣出現爆炸性發展。
比特幣的情況也刺激其他虛擬貨幣包括萊特幣、質數幣、名幣等的發展，當中

萊特幣的價值也不斷上升，業界有「比特黃金，萊特銀」的說法。

5部委發通知捍人幣地位
12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工信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為保護社會公
眾的財產權益，保障人民幣的法定貨幣地位，防範洗錢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聯合發布《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強調比特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
品，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
「各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不得開展與比特幣相關的業務」。及後，百度等相繼宣
布，停止接受比特幣作為網上交易貨幣。
12月6日，香港金管局指出，比特幣並非貨幣，只是虛擬世界創造的「商

品」，呼籲投資者考慮使用比特幣交易或投資時要加倍小
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比特幣兌換美元的價值不斷
上升，基本上是出於投機成分，呼籲市民考慮投資或商店
考慮收取時要加倍小心。

無王管易損手 VS 非發行不脹縮
以下綜合全球社會對比特幣的正反意見：

德列法定貨幣 泰禁用美觀望

隨時買賣：比特幣不受時間限制，可隨
時進行「挖掘」、購入、賣出；
不受影響：它不依賴特定貨幣機構或銀

行發行，故不受任何一方利益影響，不會產生通脹；
匯款便捷：人們可更快捷、更便宜地以比特幣的

形式，把款項匯給身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親友。

隱身助長黑市活動：比特幣的使用者身
份較隱藏，不受地域限制，有關貨幣流動
難被監察，可能助長洗錢、買賣毒品等非

法活動。在10月，美國聯邦調查局便查封懷疑被用
作買賣毒品、槍械等的「絲路」（Silk Road）網
站。該網站便是以比特幣交易，以隱藏用戶身份；
缺信用常被操控：美國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表

示「這是一個泡沫。它必須具內在價值。你得絞盡
腦汁去想像比特幣具有哪些內在價值。我無法做到
這一點。也許別人可以」。他又指出，比特幣缺乏
發行貨幣的個人或政府信用。由於比特幣的升漲並
無限制，易被投機者控制，製造波幅。普通投資
者、使用者等可能承受巨大損失。值得留意的是，
雖然比特幣被指有最終流通量上限，但前文提及仍
有多種虛擬貨幣，究竟還有多少類似貨幣會無中生
有地出現是一個疑問；
交易平台保安成疑：比特幣的交易平台並非全都

合法經營，其網絡保安素質參差不齊。若黑客對有關

平台進行攻擊，或平台擁有者捲款潛逃等，投資者、
使用者等可能血本無歸。較早前歐洲最大的比特幣支
付服務商BIPS公司便指數日來被黑客的拒絕服務
（DDoS）攻擊，1,295枚比特幣被偷去，市值約100
萬美元；
爆泡沫恐血本無歸：比特幣只是讓早入市場者受

惠，後入者只為博取比特幣進一步增值才購入。長此
下去，比特幣被認為無法再增值時，「泡沫」可能會
爆破，變成無價值的東西。而比特幣並無任何國家或
地區的政府負責，所以即使
「泡沫」爆破，也可能出現無
政府願意出手協助的情況。

壞

現時，各國和地區政府對比特幣的態度差距頗
大。有些國家和地區表明禁止比特幣。11月，泰
國政府禁止在其國內使用比特幣，而有關交易活
動都被視為違法項目。
另一方面，比特幣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逐漸被接

受並普及。德國把比特幣列為法定貨幣；加拿大
溫哥華出現第一部比特幣提款機；塞浦路斯私立
尼科西亞大學是全世界第一所允許使用比特幣繳
付學費的大學。有人指出，部分企業考慮到媒體
現時爭相報道比特幣，所以接受比特幣支付以吸
引關注，提高知名度。
有些國家和地區則對比特幣持觀望態度。美國

聯儲局主席伯南克表示，美國央行沒有監管比特
幣的計劃，並表示比特幣如同任何在線支付體
系，「可能擁有長期承諾」，也能夠某一天「促

進一個更快捷、更安全和更有效的支付體系的形
成」。但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表示，政治組織不
能接受比特幣形式的捐款，以
避免外國捐款或匿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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