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时尚早”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
罗斯中央银行４日的声明报道
称，由于存在严重金融风险，允
许数字加密货币在俄境内流通
或在有组织交易中使用“为时
尚早”。

４日早些时候，中国央行等
七部门叫停各类代币（指数字
加密货币）发行融资，首次代币
发行（ＩＣＯ）被明确为非法融
资。当天全球主要数字加密货
币价格大跌。ＩＣＯ指为开发区
块链项目而筹集比特币等数字
加密货币的行为。

俄央行在４日的声明中称：
“允许数字加密货币、以及任何
冠以数字加密货币名号或与之
相关的金融工具在俄境内进入
流通系统，或在有组织交易中
使用，或用于清算结算基础设
施，都为时尚早。”

声明同时指出，数字加密
货币存在交易风险和技术风
险，可能导致人们财产受损，无
法保障消费者权益。

被“玩坏了”

谈到ＩＣＯ，就不得不提最
著名的数字加密货币——— 比
特币。作为全球第一个纯粹
的数字加密货币，算法决定
比特币只有约２１００万枚，在
未来不会增加。天然的稀缺
性让比特币行情一路看涨，今

年９月１日再创历史新高，突破每
枚４７００美元（约３．０８万元人民
币）。回望２００９年比特币刚诞生
时，１美元（近６．５５元）可买１３００
个比特币。

从字面来看，ＩＣＯ从股票市
场首次公开募股（ＩＰＯ）一词演
变而来，意思是企业为了未来发
展，在成立之初就向公众筹集

“虚拟货币”。换个角度说，ＩＣＯ
可帮助那些尚不能公开发售股
票、不成熟的企业绕开ＩＰＯ和监
管融资。

正因为监管缺位，ＩＣＯ由
最初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融
资举措逐渐演变为投机盛行、
甚至金融欺诈之所。有业界人
士称，ＩＣＯ被“玩儿坏了”。从全
球看，上半年全球ＩＣＯ规模超
过５．６亿美元（３６．７亿元人民
币），远超通过风险投资融资筹
集的２．９５亿美元（１９.３亿元）。

“博傻”乱象

业界专家认为，没有任何

具体应用作为支撑，ＩＣＯ发起
人仅凭白皮书描绘概念就能

“圈钱”，这还算下了点儿工夫；
而有的发起人连“白皮书”也省
去了，真可谓“空手套白狼”。此
外，多数代币是否具备“去中心
化”特征也值得怀疑，“庄家”的
存在让不少数字货币价格有被
操纵的可能。

有装傻，有真傻，在ＩＣＯ供
需两端都与“傻”脱不了干系。

全球金融科技服务公司
Autonomous发布的一份报告

指出，大部分募资公司只是想
利用人们对数字货币生态的
新鲜和兴奋感，借助社交媒
体来进行推广宣传，并抓住
目前市场缺乏可强制执行的
监管的时机进行诈骗。一旦
融到资金后，那些在白皮书
中 承 诺 的 计 划 根 本 不 会 落
地，这在中国一些公司的ＩＣＯ
项目中更为普遍。

精准监管

据了解，ＩＣＯ经过两年发
展，二级市场市值已突破１０００
亿元。面对这一规模的市场，停
摆后续工作会更多。

有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在
创新与监管中取得平衡值得关
注。ＩＣＯ涉及网络支付、资产托
管、金融交易、数字钱包等领
域，这对监管方的能力提出更
高要求。对ＩＣＯ需要精准监管，
对正规的ＩＣＯ还需要包容，在
这方面可借鉴“监管沙盒”。

在“监管沙盒”内，金融科
技企业可测试创新的金融产
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
式；而监管者在保护消费者权
益、严防风险外溢的前提下放
宽监管规定，减少金融科技创
新的规则障碍，鼓励更多的创
新方案。

从长远看，适宜的监管有
利于良币驱逐劣币，让金融
创新更顺畅，让金融科技更
好落地。

综合新华社消息

IICCOO,,俄俄罗罗斯斯也也喊喊停停了了
担忧潜在金融风险，中俄两国同日叫停ICO

今年，ICO这个略显生僻的英文字母组合在投资圈不仅火了，而且火过了头。9月4日，在中国央行
等机构叫停ICO的当天，俄罗斯央行也发表声明称，ICO在俄境内流通“为时尚早”。分析人士认为，监管
层猛踩刹车意在整治数字货币市场乱象，消除破坏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

俄罗斯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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