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监管治理“隐蔽角落” 远离虚拟货币交易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这一波下跌，我持有的比特币价格已经腰斩，亏麻木了。 ”进入职场刚满四年的王伊君（化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尽管监管部门大力整治虚拟货币炒作，但还有一些“灰色”渠道可以继续炒币，不少人在这波大级别下跌行情中选择了

出局。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不少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注册在境外，投资者通过特殊手段参与炒币成为币圈公开的秘密，甚至一些小平台通过各种伪装躲避监管，暗地里运行，并以类似传销的方式发展投资者。 专家建议，投资者要从中汲取教训，警惕风

险，主动远离非法炒币活动。

交易风险丛生

“说实话，现在想炒币有一些麻烦，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说到整治各交易平台后的炒币现状，王伊君坦言，一些平台还能用。 王伊君向记者介绍了一个APP交易平台，“你可以下载这个APP，直接在交易栏买就行，支付方面可以在虚拟货币之间兑换，

也可以用人民币来换虚拟货币。 ”

按照王伊君的介绍，个人可在平台上开设账户，登录进入可选择“C2C”买币，输入想要支付的人民币金额、打算购买的虚拟货币种类，平台就会显示出兑换的虚拟货币金额，然后只要在支付宝、银行卡、微信支付当中选择一个向卖家转账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价值的人民币，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兑换汇率还不一样。 其中，支付宝、微信支付的汇率是一致的，且明显比使用银行卡支付的汇率合算。 如果选择支付宝支付，平台弹出的支付界面会详细介绍交易操作流程。

所谓卖家，其实是一个支付宝的个人账户，该个人账户建立了一个“小荷包” ，炒币的投资者在支付宝上把钱转给该用户账户之后，回到APP点击“通知卖家” ，并把实名交易截图发给卖家，不到两分钟就可收到对应价值的虚拟货币。

专家表示，这就相当于将一笔交易分拆为两部分，一笔是纯粹虚拟货币之间的交易，一笔是纯粹人民币的交易。 平台还要求转账时不要备注任何信息，一笔转账金额不要超过5万元，使得交易的性质很难判定，从而规避监管。

2021年下半年起，我国对虚拟货币炒作的监管力度加大。 多个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和《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全面打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和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另外，人民银行

2021年就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问题约谈了部分银行和支付机构，不少机构也声明不再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产品或服务。

严监管之下，一些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停止了相关服务。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部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通过各种伪装、规避手段仍在悄悄运营。 甚至一些交易平台还比较活跃，搞起了类似传销的推广手段。

“你要下载这个APP的话，可以填一下我的代码，因为每推荐一个人注册就能拿到永久20%的手续费返佣。 ”王伊君说。 当前该平台收取的手续费多在0.1%至0.2%区间，也有高至0.5%的，这就意味着“下线”交易的每一笔费用，“上线”都可以拿到至少

0.02%的返佣。

记者调查发现，在另一个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应用软件的醒目位置，赫然便有邀请注册可获返佣的链接。简介中写道，邀请注册即可获得500USDT（与美元兑换率1:1的虚拟货币泰达币），“下线”参与合约交易后还可以获得交易返佣。有炒币者不加避

讳地说：“邀请的人数（下线）越多，返佣的比例就越高，开始是30%，最高可以返至85%。 ”

这已给投资者带来巨大风险隐患。 监管部门和业内专家反复提醒，虚拟货币场外交易商和交易平台不受监管，虚构交易、操纵价格、侵吞客户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些小平台直接“跑路”的案例并不鲜见，特别是带有传销性质的交易平台，拥有多

层次传销激励制度，“跑路”概率更大。

炒币者之所以参与其中，主要还是受到一夜暴富的诱惑。 也出现了一些“滑稽”事情，比如有的炒币者让更多的人下载其推荐的应用软件，却又在自己社交软件背景图上写着“一夜暴富终是梦”的警示语。

价格波动加剧

近期虚拟货币行情急转直下，价格大幅下挫，叠加监管趋严，一些炒币者和产业链上游的“挖矿”者选择了退场。

以比特币为例，本轮价格下跌可追溯至今年3月，6月以来下跌加速。 6月18日，比特币最低下探至1.7万美元附近，相较3月的高点下跌超6成。 目前，比特币价格回升至2万美元附近，但与2021年11月6.9万美元左右的峰值相比仍下跌约7成。 如果投资者买

在高点，目前每个比特币浮亏约4.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30万元。

专家认为，本轮虚拟货币跌势恐怕尚未见底。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谢后勤表示，随着全球高通胀的延续，各主要经济体在加速推进货币紧缩政策，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风险较大。 没有实际价值的虚拟货币会面临被资金抛售的局面。

在监管趋严、虚拟货币价格下行的情况下，部分投资者坦言“炒的是镜花水月，亏的是真金白银” ，选择了退出，但也有部分投资者选择“躺平” 。王伊君不打算“割肉” ，她认为自己迟早能把亏的钱赚回来。在一些“币圈交流”聊天群里，一些投资者仍

然“高谈阔论” ，“仓位大杠杆小的现在就可以追进去”“今天继续看反弹”……

“虚拟货币本身缺乏价值、信用支撑，在经历暴涨暴跌之后，极易传播恐慌情绪，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 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下跌的过程中，其上游的矿机价格同样经历‘过山车’行情。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邱亦霖说。

“2019年我开始挖矿，到现在亏了近300万元。”一位在华中地区工作的“矿工”说，电费高再加上各地严打“挖矿” ，让“挖矿”的成本不断提高，当前“挖”一个比特币的成本提高到了15万元人民币左右。“很多‘矿工’都扛不住了，电费贵了，比特币价

格跌了，挖出来就没那么值钱了。 而且矿机老化了还要更新，不然没法儿跟好的矿机竞争。 ”

去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明确提出，加强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上下游全产业链监管。 同时，多地明确表示，严厉打击虚拟货币“挖矿”行为。 有地方官员甚至受到严厉处分，原因是滥用职权引进和支持企业从事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虚拟货

币“挖矿”活动。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盘和林强调，虚拟货币没有流通、储蓄的功能，价格可能步入长期下降通道，不排除最终成为一种泡沫资产。

监管从严投资需谨慎

业内人士预计，对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活动保持从严监管将是常态，针对这类非法金融活动还将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力度。

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屡禁不止的原因，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解释称，主要是有利可图，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经营者铤而走险，参与交易的投资者也想“挣快钱” 。

交易隐蔽性增强给监管部门带来极大的甄别、治理难度。尽管监管部门三令五申，并要求金融机构不得提供相关金融服务，但在实际中，平台方通过各种方式规避监管。部分从事虚拟货币交易、运营的相关机构，通过变更马甲或是注册境外公司等方

式进行展业。

对此，专家建议，一方面要有效落实实名制，加强穿透式管理，对于重点机构及重点人员展开持续排查，另一方面要加强投资者教育，明确参与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法律保护，存在严重的交易风险。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虚拟货币价格剧烈波动与“造富神话”吸引众多投资者参与投机，但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价格波动通常是股票价格波动的数倍，不乏杠杆参与者财富“一夜归零”的现象。 并且虚拟货币难以用传

统的基本面、估值方法进行分析，其更像是另类投机品，并不适合普通投资者。 同时，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在国内不受法律保护，监管部门已经明确了态度，投资者需要防范潜在风险。

近日，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虚拟货币交易案件。其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投资虚拟货币，是未经批准的非法投资行为，不会受到法律保护。该案再次说明，虚拟货币系虚拟财产，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任何组织或个

人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都应被禁止。 因虚拟货币产生的债务系非法债务，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由此造成的损失和引发的风险，应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投资者最好的策略就是远离‘币圈’ ，抛弃抄底比特币等不具备实际价值虚拟货币的‘发财梦’ 。 ”谢后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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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提示炒作虚拟货币风险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近日，多地发布“风险提示” 再次强调，虚拟货币相关业务

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提醒投资者远离虚拟货币交易。

比如，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

心支行、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6月2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防范“虚拟货币” 非法活动的风险提示》提出，虚拟货币交

易炒作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滋生赌博、非法集资、

诈骗、传销、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扰乱经济金融秩序。

近年来， 监管部门加强对虚拟货币交易非法金融活动的整

治，打击力度不断加大。 早在2013年，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就发文

明确提示过炒作虚拟币的风险。 2017年，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

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全面叫停所有代币发

行融资活动。 2021年9月，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

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

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

业务、 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 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

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

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涉嫌非法发售

代币票券、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期货业务、非法集资等

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对于开展相关非

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决定》增加了通过虚拟币交易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同时，投资者要警惕各类虚拟货币骗局。近日，人民银行公众

号发文提示，警惕虚拟货币骗局。在一起虚拟货币传销案例中，王

先生缴纳入门费加入一家声称对外提供虚拟货币投资增值服务

的交易平台，通过推荐新用户获得平台的直推奖励。 其实该平台

没有任何真实业务。 更有甚者，还有境外电话自称虚拟货币交易

平台客服，套取交易账号密码，骗走当事人上万元人民币资产。

另外，在2019年河南省郑州市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以买

卖虚拟货币可以获得高额收益为名，通过微信发展下线，按照一

定顺序组成层级， 诱使被发展人员持续投入资金或继续发展人

员，从直接发展或者间接发展人员缴纳的资金中非法获利。法院

判定其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专家建议， 投资者要充分认识到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属于非

法金融活动这一本质，应远离此类非法活动。

严监管治理“隐蔽角落” 远离虚拟货币交易

●交易风险丛生

“说实话，现在想炒币有一些麻烦，但也不是没有

办法。 ” 说到整治各交易平台后的炒币现状，王伊君

坦言， 一些平台还能用。 王伊君向记者介绍了一个

APP交易平台，“你可以下载这个APP，直接在交易栏

买就行， 支付方面可以在虚拟货币之间兑

换，也可以用人民币来换虚拟货币。 ”

按照王伊君的介绍， 个人可在平台上

开设账户，登录进入可选择“C2C” 买币，

输入想要支付的人民币金额、 打算购买的虚拟货币

种类，平台就会显示出兑换的虚拟货币金额，然后只

要在支付宝、银行卡、微信支付当中选择一个向卖家

转账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价值的人民币，选择不同的

支付方式，兑换汇率还不一样。 其中，支付宝、微信支

付的汇率是一致的，且明显比使用银行卡支付的汇率

合算。 如果选择支付宝支付，平台弹出的支付界面会

详细介绍交易操作流程。

所谓卖家，其实是一个支付宝的个人账户，该个

人账户建立了一个“小荷包” ，炒币的投资者在支付

宝上把钱转给该用户账户之后，回到APP点击“通知

卖家” ，并把实名交易截图发给卖家，不到两分钟就可

收到对应价值的虚拟货币。

专家表示， 这就相当于将一笔交易分拆为两部

分，一笔是纯粹虚拟货币之间的交易，一笔是纯粹人

民币的交易。 平台还要求转账时不要备注任何信息，

一笔转账金额不要超过5万元， 使得交易的性质很难

判定，从而规避监管。

2021年下半年起，我国对虚拟货币炒作的监管力

度加大。 多个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

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 和 《关于整治虚拟货币

“挖矿” 活动的通知》，全面打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

动和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另外，人民银行2021年就虚

拟货币交易炒作问题约谈了部分银行和支付机构，不

少机构也声明不再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产品或服务。

严监管之下，一些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停止了相关

服务。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部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通

过各种伪装、规避手段仍在悄悄运营。 甚至一些交易

平台还比较活跃，搞起了类似传销的推广手段。

“你要下载这个APP的话，可以填一下我的代码，

因为每推荐一个人注册就能拿到永久20%的手续费

返佣。 ” 王伊君说。 当前该平台收取的手续费多在

0.1%至0.2%区间，也有高至0.5%的，这就意味着“下

线” 交易的每一笔费用，“上线” 都可以拿到至少

0.02%的返佣。

记者调查发现，在另一个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应用

软件的醒目位置， 赫然便有邀请注册可获返佣的链

接。 简介中写道，邀请注册即可获得500USDT（与美

元兑换率1:1的虚拟货币泰达币），“下线” 参与合约

交易后还可以获得交易返佣。 有炒币者不加避讳地

说：“邀请的人数（下线）越多，返佣的比例就越高，开

始是30%，最高可以返至85%。 ”

这已给投资者带来巨大风险隐患。 监管部门和业

内专家反复提醒，虚拟货币场外交易商和交易平台不

受监管，虚构交易、操纵价格、侵吞客户资金的情况时

有发生。 一些小平台直接“跑路” 的案例并不鲜见，特

别是带有传销性质的交易平台，拥有多层次传销激励

制度，“跑路”概率更大。

炒币者之所以参与其中，主要还是受到一夜暴富

的诱惑。 也出现了一些“滑稽”事情，比如有的炒币者

让更多的人下载其推荐的应用软件，却又在自己社交

软件背景图上写着“一夜暴富终是梦” 的警示语。

●价格波动加剧

近期虚拟货币行情急转直下， 价格大幅下挫，叠

加监管趋严，一些炒币者和产业链上游的“挖矿” 者

选择了退场。

以比特币为例，本轮价格下跌可追溯至今年3月，

6月以来下跌加速。 6月18日，比特币最低下探至1.7万

美元附近，相较3月的高点下跌超6成。目前，比特币价

格回升至2万美元附近，但与2021年11月6.9万美元左

右的峰值相比仍下跌约7成。如果投资者买在高点，目

前每个比特币浮亏约4.9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超过30

万元。

专家认为，本轮虚拟货币跌势恐怕尚未见底。 巨

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谢后勤表示，随着全球高通胀的

延续，各主要经济体在加速推进货币紧缩政策，金融

资产价格波动风险较大。没有实际价值的虚拟货币会

面临被资金抛售的局面。

在监管趋严、虚拟货币价格下行的情况下，部分

投资者坦言“炒的是镜花水月，亏的是真金白银” ，选

择了退出，但也有部分投资者选择“躺平” 。 王伊君不

打算“割肉” ，她认为自己迟早能把亏的钱赚回来。在

一些“币圈交流”聊天群里，一些投资者仍然“高谈阔

论” ，“仓位大杠杆小的现在就可以追进去”“今天继

续看反弹”……

“虚拟货币本身缺乏价值、信用支撑，在经历暴涨

暴跌之后，极易传播恐慌情绪，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

影响。 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下跌的过程中，其上

游的矿机价格同样经历‘过山车’行情。” 中国银行研

究院研究员邱亦霖说。

“2019年我开始挖矿，到现在亏了近300万元。 ”

一位在华中地区工作的“矿工” 说，电费高再加上各

地严打“挖矿” ，让“挖矿” 的成本不断提高，当前

“挖” 一个比特币的成本提高到了15万元人民币左

右。“很多‘矿工’都扛不住了，电费贵了，比特币价格

跌了，挖出来就没那么值钱了。 而且矿机老化了还要

更新，不然没法儿跟好的矿机竞争。 ”

去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明确提出，加强虚拟货

币“挖矿”活动上下游全产业链监管。 同时，多地明确表

示，严厉打击虚拟货币“挖矿”行为。有地方官员甚至受

到严厉处分，原因是滥用职权引进和支持企业从事不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

研究中心研究员盘和林强调， 虚拟货币没有流通、储

蓄的功能，价格可能步入长期下降通道，不排除最终

成为一种泡沫资产。

●监管从严投资需谨慎

业内人士预计，对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活动保持

从严监管将是常态，针对这类非法金融活动还将有针

对性地加强监管力度。

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屡禁不止的原因，易观分析金

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解释称， 主要是有利可图，

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经营者铤而走险，参与交易的投

资者也想“挣快钱” 。

交易隐蔽性增强给监管部门带来极大的甄别、治

理难度。 尽管监管部门三令五申，并要求金融机构不得

提供相关金融服务，但在实际中，平台方通过各种方式

规避监管。 部分从事虚拟货币交易、运营的相关机构，

通过变更马甲或是注册境外公司等方式进行展业。

对此，专家建议，一方面要有效落实实名制，加强

穿透式管理， 对于重点机构及重点人员展开持续排

查，另一方面要加强投资者教育，明确参与虚拟货币

交易不受法律保护，存在严重的交易风险。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虚

拟货币价格剧烈波动与“造富神话” 吸引众多投资者

参与投机，但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价格波动通

常是股票价格波动的数倍，不乏杠杆参与者财富“一

夜归零” 的现象。并且虚拟货币难以用传统的基本面、

估值方法进行分析，其更像是另类投机品，并不适合

普通投资者。 同时，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在国内不

受法律保护，监管部门已经明确了态度，投资者需要

防范潜在风险。

近日，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

起虚拟货币交易案件。 其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投资虚

拟货币，是未经批准的非法投资行为，不会受到法律

保护。 该案再次说明，虚拟货币系虚拟财产，不具有法

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任何组织或个人从事代币

发行融资活动都应被禁止。 因虚拟货币产生的债务系

非法债务，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由此造成的损失和引

发的风险，应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投资者最好的策略就是远离‘币圈’ ，抛弃抄底

比特币等不具备实际价值虚拟货币的‘发财梦’ 。”谢

后勤说。

“这一波下跌，我持有的比特币价格已经腰

斩，亏麻木了。 ” 进入职场刚满四年的王伊君（化

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尽管监管

部门大力整治虚拟货币炒作， 但还有一些 “灰

色” 渠道可以继续炒币，不少人在这波大级别下

跌行情中选择了出局。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不少虚拟货币交

易平台注册在境外，投资者通过特殊手段参与炒

币成为币圈公开的秘密，甚至一些小平台通过各

种伪装躲避监管，暗地里运行，并以类似传销的

方式发展投资者。 专家建议，投资者要从中汲取

教训，警惕风险，主动远离非法炒币活动。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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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严监管之下，一些虚拟货币交易

平台停止了相关服务，但部分虚拟货

币交易平台通过各种伪装、规避手段

仍在悄悄运营。 近日多地发布“风险

提示” 强调，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属于

非法金融活动，提醒投资者远离虚拟

货币交易。 专家建议，加强穿透式管

理，对重点机构及重点人员展开持续

排查。同时，加强投资者教育，让投资

者深刻认识到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的

危害。

2022年以来比特币价格走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