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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经历过手机没电无法支付的
窘境？最近，数字人民币推出新功能
——“无网无电支付”，手机关机仍能

“碰一碰”收款终端完成支付。一起来了
解一下这个功能的特别之处吧！

无网无电如何完成手机支付？

日前，全新升级的数字人民币 App
新增无网无电支付功能，再次引起人们
关注。部分用户在数字人民币 App 硬钱
包的“支付设置”中开启该功能后，即
便在手机关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碰
一碰”完成支付。

一旦发现手机电量“岌岌可危”，而
支付需求又迫在眉睫，用户可以开通数
字人民币 App 中的无网无电支付功能，
并设置好关机后可支付的次数和额度，
一度困扰用户的无网无电支付难题便迎
刃而解了。

记者了解到，在该功能推广初期，
目前只支持部分使用安卓手机系统的机
型，未来或将有更多机型加入。

为何推出无网无电支付功能？

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自不必说，但其
也会受到手机电量、网络环境的制约。无
网无电支付功能就是针对这些支付痛点，
探索如何在极端情况下保证用户正常使
用数字人民币。

“这样使用数字人民币就如同使用纸
币一样，可随时取用。”中国人民银行数字

货币研究所相关人士介绍，数字人民币是
数字形态的法定货币，是数字化的现金，
要体现作为现金支付的便利性。虽然无
网无电是小众场景，但作为法定货币应考
虑在内。

2022年10月人民银行曾发文指出，要
推出多种形态的硬件钱包，探索软硬融合
的产品能力，并针对“无网”“无电”等极端
场景，研发相应的功能。时隔数月功能落
地，展现出数字人民币产品和服务不断推
陈出新的发展劲头。

手机遗失如何保障支付安全？

不用开机也能支付，这也引发一些人
担忧：一旦手机落入别人手中，数字人民
币会不会被“盗刷”？

业内专家提醒，如果手机丢失，用户
可通过另外一个手机设备登录数字人民
币App，及时关闭无网无电支付功能，防止
资金损失。

使用数字人民币如同使用纸币一样，
在享受便捷支付体验的同时，也需要提升
自身安全意识。

一位参与功能研发的银行人士向记
者解释，为了避免这种极端情况下的资金
损失，用户可设置该功能的可支付次数和
免密额度限制。在无电支付时，如果交易
金额超过了免密额度，需要用户在受理设
备上输入支付密码，后台系统校验通过
后，交易才可进行。同样，如果在无电情
况下支付次数超过限制，交易也无法进
行。

数字人民币试点再次“扩围”？

除了新功能上线，记者通过梳理发
现，近期数字人民币App上显示的试点地
区进一步“扩围”。

对于开展试点最早的深圳、苏州、雄
安、成都四地，试点范围已扩大到全省，
广东省、江苏省、河北省、四川省的用
户均可以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进行体
验。此外，还增加了山东省济南市，广
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防城港市和云南
省昆明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作为新的
试点地区。

近日召开的 2023 年中国人民银行工
作会议提出，有序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日前表示，
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的逐步深入，数字
人民币的应用场景稳步扩大，交易金
额、存量也不断增加，相关管理和统计
制度不断完善。数字人民币和实物人民
币一样，本质上都是货币组成部分，有
必要对二者进行一并统计、合并分析、统
筹管理。

在此背景下，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
2022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自2022年
12月起，数字人民币数据被纳入流通中货
币（M0）统计口径。2022年 12月末，流通
中数字人民币余额为136.1亿元。

随着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试点有序推
进，产品和应用创新不断强化，未来数字
人民币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支付需求，为
便捷的数字生活增光添彩。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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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将提升至88%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水
利部部长李国英16日在2023年全国
水利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全国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将提升至88%，规模化
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将达到
57%。

李国英说，2023年将加强农村水
利建设，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加
快解决农业农村发展迫切、农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涉水问题。

在强化农村供水保障方面，因地
制宜完善农村供水工程网络，积极推
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规模化
建设及小型工程规范化改造。实施
水质提升专项行动，推动优质水源置
换，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净化消毒设施
设备配置率达到75%，强化水质检测
监测，健全从源头到龙头的水质保障
体系，加强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
理。健全农村供水问题排查监测和
动态清零机制，坚决守住农村供水安
全底线。

在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方面，积
极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
化改造，加快安徽怀洪新河、江西梅
江、广西龙云、海南牛路岭等灌区建
设进度，开工建设黑龙江三江平原、
四川向家坝一期二步、广西下六甲、
云南腾冲等大型灌区。加强灌区标
准化现代化管理，持续推进数字孪生
灌区建设。统筹推进灌区骨干工程
与高标准农田灌排体系建设，提高灌
排工程运行管护水平和服务能力，夯
实粮食安全水利基础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