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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态度是积极而长远的。早在1994年电子货币出现萌芽

之时，欧洲货币组织（EMI，欧洲央行的前身）即提出只有

银行才可以发行电子货币。1998年欧洲央行（ECB）在《电

子货币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同样的观点。 作为欧盟的立法机

构，欧盟委员会（EC）的态度相对开放，更加强调竞争与创

新。欧盟委员会很早就看到，欧洲必须在富含技术的支付领

域保持领先地位，尤其把电子货币看作提升电子商务的基本

工具。欧洲是全球智能卡技术的领导者，委员会期望借助电

子货币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增强欧洲厂商的集体竞争力。

更进一步，委员会还期望新兴支付技术可以降低跨国操作的

成本，促进欧洲一体化。因而，欧盟委员会并不赞同只允许

银行发行电子货币的做法，认为电子货币法律的大范围推行

将可能约束各国内部市场的发展并抑制支付领域的竞争与创

新。 1998年7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电子货币指令”草案，

期望对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的业务进行跟踪与审慎监管，以促

进电子商务发展、鼓励竞争与电子货币产品的创新。指令草

案包含以下主要内容：引入新型“电子货币机构”

（electronic money institution，ELMIs）的概念，区别于其他信

贷机构而获得更轻的法规限制； 期望指令建立的法律框架可

以取得一种平衡，既减少对非银行机构创新的约束，同时考

虑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与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在欧盟范围

内采取“通行证”制度，在一个国家取得ELMI执照即可在所



有成员国家开展业务； 提供“弃权”条款，允许新型服务在

更小范围内以更低的标准提供。 指令的草案被提交给各国央

行与相关机构进行讨论，以制订指令的最终版本。 尽管流通

中的电子货币总量很小，不足以对货币政策产生实质影响，

但鉴于电子货币快速增长的潜力，欧洲央行（ECB）仍然非

常重视，期望尽早为电子货币的发行设计全面的法律框架，

以满足货币政策的执行与提升支付系统功能之基本任务的要

求。 ECB认为，新兴支付方案必须在清晰而审慎的法律框架

下发展，这不仅可以提升大众的接受度，而且可以为不同供

应商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电子货币的发展不应当危及支付

系统功能的平滑性与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虽然电子货币将为

零售支付行业带来获利的机会，但必须在保证公众对电子货

币保有信心的前提下取得。ECB强调电子货币扩散带来的多

种风险，如电子货币的伪造、重大技术失误的出现、管理失

误造成的市场动荡等，尤其部分电子货币发行者的失败将可

能对多种电子货币产品甚至其他电子支付产品的可信性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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