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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华尔街各大
金融机构一直争论不休。去年，比特币在
2013 年华尔街八大最佳投资中勇夺第
一，美银美林在去年年底公布研究报告，
为比特币的未来大唱赞歌。今年 2 月，全
球最大比特币交易平台 Mt.Gox 申请破产
保护。高盛日前公布的研究报告对比特
币的货币属性大声说不。虽然有关比特
币的争议不断，比特币的价格也从去年的
1200 美元高点降至目前的 600 多美元，
但是纽约的比特币交易活动仍然在热闹
地进行着。

华尔街并非大银行的天下。就在距
纽约证券交易所一步之遥的布罗德街 40
号，一个名为“华尔街比特币中心”于去
年年底宣布诞生，每逢周一晚上或者周
六下午，对当地的比特币“发烧友”开放。
3 月 17 日晚上，记者探访了这个初创的交
易场所。

与富丽堂皇的纽交所相比，这个初创
的交易场所看上去相当简约，一台悬挂在墙
上的大显示屏，再加上十多套上课用的桌
椅，看上去更像一间大学教室。记者到达的
时候，交易已经开始，身着黄色上衣的两名
交易员，一个站在台子上不时高声喊价，一
个手持纸笔，记录客户报价，数十名顾客，三
五成群地交谈，似乎正在参加一个社交

聚会。
比特币中心联络部经理詹姆士·巴西

亚对本报记者表示，在该中心成立之前，
纽约的比特币交易者一般都在联合广场
露天集市的一个角落里进行交易。这个
中心为比特币交易者提供了一个固定的
室内场所，同时也供他们交流，并且提供
免费的培训活动。自去年 12 月 31 日开张
以来，每次活动都吸引一二百人参与，登
记进入者已经超过千人。出现在这里的
多是熟客，也有参观华尔街的外国游客看
到悬挂在路边的横幅好奇地进去参观。

基里尔·高罗夫是金融专业的学生，
今年刚刚毕业，是这里的常客，他向记者
展示了他装有比特币电子钱包的大屏幕
手机，如何通过这个在安卓系统上运行的
软件买卖比特币。他说，他去年早些时候
曾经用 0.04 个比特币在一家酒吧买了一
瓶啤酒，根据当天 622 美元的比特币价

格，如今同样数额已经可以买好几瓶啤酒
了。他说，他目前只是持有，很少用比特
币购物，并且目前纽约接受比特币的商家
很少。玛丽安妮是一个家住附近的艺术
家，她在比特币中心获得一个作品展区，
十多幅画作和摄影作品挂在墙上，买家可
用比特币支付。这是她第一天布展，正期
待着第一笔交易。

虽然比特币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个新生
事物，但是交易中心不乏中老年人。罗斯是
一位退休女士，她说比特币令人着迷，每次
她会购买100美元的比特币。她没有智能
手机这类终端，在记者询问她如何交易时，
她拍拍腰间说，她有一个印有她地址和私钥
的比特币纸钱包。帕特里克·陈是在纽约唐
人街长大的第二代华人，在比特币中心志愿
从事培训工作。他说，联合广场的比特币交
易活动就是他在两年前发起的，因为有些人
喜欢现金交易，并且出于共同的爱好，大家

需要面对面地沟通相关知识和交易经验。
他目前利用业余时间义务进行比特币知识
与交易培训，是看好比特币的发展前景，下
一步他将去游说唐人街的华人商家接受比
特币。

詹姆士·巴西亚对记者表示，他们这
个中心尚未取得营业执照，因此并非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交易所。他和其他合作
伙伴正在等待纽约市能够通过立法，使
比特币交易合法进行。据记者了解，美
国联邦政府相关部门仍未将比特币视为
合法货币，对比特币交易的监管较为宽
松。目前，只有得克萨斯州将比特币视
为合法货币，加利福尼亚州的相关立法
已经开始。詹姆士·巴西亚表示，他们首
先在州的层面推动比特币合法化，如果
每个州都将比特币当做合法货币，比特
币在联邦政府获得合法地位就是迟早
的事。

纽约有个比特币交易中心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编者按 起源于互联

网的比特币、莱特币等各种

虚拟货币，已受到全世界关

注。这些并非由各国央行发

行的货币，尽管其存在的风

险对现行金融体系造成的影

响目前尚难判定，但可以肯

定的是，虚拟货币短期内还

不能成为真正可行和可靠的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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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是世界虚拟货币的硬伤

从行情走势上看，2013 年绝对是虚

拟货币行情大爆发的一年。在比特币

“疯狂”行情的带领下，莱特币、泽塔

币、点点币、质数币等也受到市场热捧，

价格不断水涨船高。这些虚拟货币带来的

暴利效应让很多人趋之若鹜，全球交易

相对活跃的虚拟货币已达 60 多种，一时

之间，虚拟货币的风潮愈演愈烈。

然而，泡沫的破裂也似乎迅雷不及

掩耳。近来，有关比特币的负面新闻层

出不穷，多家互联网比特币交易平台

遭受黑客攻击，部分投资者的财产受

到损失，其安全性和权威性遭到严重

质疑。尤其全球最大比特币交易平台

Mt.Gox 约 有 85 万 个 比 特 币 不 翼 而 飞 ，

导致该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更是极大

地消减了投资者的热度，比特币的价格

出现跳水。

即使在 2013 年，比特币价格的暴涨

也并非一气呵成，而是经历了过山车式

的大起大落，价格的高度波动性体现了

比特币潜在的巨大风险，而这种风险并

不能轻易挥之即去。首先是炒作风险。

根据最初的设计，比特币的总供给量上

限为 2100 万枚，预计将在 2030 年左右被

挖完。数量稀少给投机者提供了炒作的

理由和空间，比特币 2013 年非理性的上

涨更像是某些人或机构主导的击鼓传花

游戏，最终有人接了最后一棒，站在了

“高岗”上。如果比特币只能作为投机炒

作的投机品，而缺乏实际运用，那么早

晚会被人遗弃。

其次是可替代风险。虚拟货币的研

发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对比特币的代

码参数进行简单修改，就能开发出一款

新的“币种”，这也是在比特币之后，各

种虚拟货币不断涌现的主要原因。更为

关键的是，新的虚拟货币可能会拥有更

低的门槛和更好的性能。比如，莱特币

由于数据块生成更频繁，可以支持更多

的交易，并且无需在将来修改软件。目

前莱特币已经成为交易量仅次于比特币

的虚拟货币，价格在 2013 年也暴涨了

100 多倍。因此，如果比特币一直疲软，

就会给其他虚拟货币乘虚而入的机会，

从而失去自身的先发优势。

最后是政策风险。作为虚拟货币，

比特币具有匿名性、跨国界、无政府监

管等特点，很多使用者正是被其独立于

政府之外的特质所吸引。但是这一点既

是比特币的优势，也是其短板。如果没

有得到各国政府的认可，比特币就很难

被广泛使用，其价值难以保持稳定。尽

管目前比特币还未遭到很严厉的监管，

但在多数国家央行眼中，比特币并不是

真正意义的货币，其交易更多地被视为

互联网上的商品买卖行为。一旦比特币

继续出现问题，估计将受到严格的监

管，如此一来，其生存空间更加堪忧。

因此，虚拟货币犹如无本之木，诸

多风险是它们目前难以回避的硬伤。接

受引导和监管才是它们早日摆脱尴尬的

正途。

许 滔画

□ 李红光

早在 2006 年底，韩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网络
游戏中将虚拟货币、物品兑换成现金的行为，已经开
展此类服务的中介机构禁止提供这种现金交易的服
务。但游戏玩家从运营商购买虚拟物品，虚拟物品之
间的交易并不在禁止之列。之后，韩国国会相继批准
了 《游戏产业振兴法》 及其修正案。该法案规定：

“任何人都不允许进行通过游戏获得的有形、无形物
品 (游 戏 点 数 、 游 戏 币 、 赠 品)的 兑 换 、 中 介 或 买
入。”法案也明确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
拟物品独立于运营商而具有财产价值。

另外，韩国对于虚拟交易也增加了税收管理。从
2007年1月开始在韩国进行网络信息销售的企业要按
照增值税法，在 6 个月内通过 10 次以上的交易达到
1200万韩元 （折合人民币约为7万元） 以上销售额的
企业都要缴纳增值税。而销售额达到 1 亿韩元 （折合
人民币约为58万元） 以上，要缴纳10%的增值税。

从去年开始，比特币投资风潮也开始波及韩国。
去年 12 月，位于韩国仁川市市厅站的“巴黎贝甜”
面包店正式开始接受虚拟货币“比特币”支付。这是
韩国首家接受比特币支付的实体店。今年 1 月份，韩
国首家比特币网站现身网络，用户可以通过信用卡直
接兑换比特币。3 月份，首尔市江南地区的首尔会展
中心 （COEX） 更是出现了能够进行比特币购买和兑
现的 ATM 机。

对于比特币在韩国的兴起，韩国政府采取了不禁
止也不支持的态度。韩国央行在去年 12 月份公布了
对比特币的研究报告，认为比特币以电脑文件形式保
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由于发行量有上限，因此容
易带来通货膨胀，特别是其价格波动幅度过大，至少
在短期内不具备作为现实支付手段的条件。该报告书
实际上是对比特币持否定态度，但韩国政府并没有考
虑禁止比特币在韩国的交易。韩国央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相比对比特币采取强制措施，密切关注其在民间
以何种形态发展似乎更为合适。

德国联邦银行日前再次对比特币的投机风险发出
警告。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卡尔-路德维希·提
勒近日表示，比特币不是支付手段，而是高度投机性
的金融工具。提勒的表态说明，德国政府对比特币的
态度依然谨慎。

“货币必须能作为记账单位，能充当交换媒介，
并具有保值功能。”提勒认为，比特币还远不具备保
值功能，其币值浮动剧烈，也没有类似中央银行的独
立机构来保证其币值稳定。

有德国专家认为，比特币很难以现有的形式继续
存在。因为一方面它的币值振荡幅度太大，另一方
面，比特币总数封顶的设计理念让它的价值从理论上
来说能够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对于投资者来说，出
手比特币永远都不是明智的决定。结果可能会造成人
人都持有比特币，但没有人会使用它。这些都是它在
设计理念上的“先天缺陷”。

韩国
严控非法交易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韩国
严控非法交易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德国
警示比特币风险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今年 1 月，新加坡国内税务局在发给新加坡比特
币中介商 Coin Republic 的文件中称，针对在新加坡
境内从事比特币买卖交易的公司，会根据其销售收益
征收一定的税收，但如果比特币被当做公司的投资组
合而用于长期投资的话，那么所得收益则无需缴税。
新加坡国内税务局还指出，如果机构或个人从比特币
交易中直接获益，那么就应该缴纳商品服务税，这也
就意味着比特币已经作为一种实物或服务的支付方式
而被新加坡政府所认可。

与此同时，新加坡并没有放松对比特币的监管。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13 日宣布，将立法规范比特币等
虚拟货币的交易行为，以防范虚拟货币交易中的洗黑
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新加坡金管局表示，在新加
坡从事虚拟货币的中介商，包括比特币交易商和兑换
机的经营商，必须确认顾客的身份与资料，若发现可
疑人物，须向商业事务局举报。新加坡金管局同时指
出，由于虚拟货币并非金融产品，也不是法定货币，
它的投资者并不享受相关法律保障。对此，有观点认
为，新加坡政府承认比特币交易合法，并通过立法比
较清晰地划定和规范比特币的交易，为比特币的发展
带来了积极作用。

新加坡
立法加强监管

本报记者 刘 威

图 为 工 作 人 员 在 演 示 比 特 币 ATM 机 的 使 用

方 法 。 该 ATM 机 位 于 韩 国 首 尔 会 展 中 心 一 家 咖

啡馆内。 本报记者 杨 明摄

位于纽约布罗德街 40号的华尔街比特币中心每逢周一晚上或者周六下午，对当地的比特币“发烧友”开放。本报记者 张 伟摄位于纽约布罗德街 40号的华尔街比特币中心每逢周一晚上或者周六下午，对当地的比特币“发烧友”开放。本报记者 张 伟摄

泰国是第一个对比特币实施全面
封杀的国家。买卖比特币、用比特币
买卖商品服务、与泰国境外人员存在
比特币往来等行为，被视为非法。

德国是首个承认比特币合法地位
的国家，已经纳入国家监管体系。

加 拿 大 承 认 比 特 币 的“ 货 币 地
位”，世界首个比特币 ATM 机在温哥
华投入使用。

挪威政府表示，比特币不符合货
币的定义，只能被视为虚拟资产，政府
将对相关交易征收 25%的销售税。

美国对比特币相对宽容。美联储
主席耶伦表示，不会对比特币市场进
行监管，但是美国国内严管甚至封杀
比特币的呼声越来越高。

态 度

观 点

景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
学家约翰·格林伍德：

比特币自身并不可靠，它缺乏
三大基本因素：作为交换更广泛产
品和服务的有效介质、长期储值或
用以结算长期合同以及作为账户的
通用单位。不受管控的跨境流动是
拉高比特币价格的核心因素，但这
也正是监管方担心的关键问题。

（禹洋整理）

美国财政部官员大卫·科恩：
虚拟货币带来多种非法金融的风

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有可能是其匿名
的潜力，因此需要符合美国联邦银行
法规中对透明度的要求。

日本财务副大臣爱知治郎：
若要就虚拟货币比特币进行监

管，应该采取国际合作以避免漏洞。
在日本辖下，货币必须是由日本央行
发行的钞券或硬币。因此说，比特币
不是一种货币。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托马斯·萨金特：

虚拟货币的使用，肯定是建立在
一种虚拟设备的信任度上的，如果你
完全信任虚拟社会虚拟环境的话，当
然可以选择虚拟货币而不去使用政府
通行的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