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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区块链潜力  

 

【译者按】区块链利用全球对等网络资源来实现相关利益方之间的价

值交换，需要建立一套合理有序的治理框架，才能确保其技术潜能的有效

发挥。为此，世界经济论坛于 2017 年 6 月发布了《释放区块链潜力》白皮

书，通过对区块链的快速发展背景，阐述了区块链五大特性，分析了区块

链的治理面临平台、应用和生态挑战，探讨了基于全球解决方案网络（GSN）

框架，建立集机构、标准、宣传、监督、政策、知识、交付于一体的区块

链治理体系。赛迪智库信息化中心对该白皮书进行了编译，希望能为我国

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关键词】区块链  区块链治理 全球解决方案网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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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是集密码、数学、软件工程等技

术与行为经济学理论为一体的新兴技术，采用全球对等网络多

个节点共同记录数据的方式，在不需要可信第三方背书的情景

下，确保数十亿设备之间价值交换的公正性。区块链的分布式

架构、公开透明、稳定可靠等特性，有助于促进价值转移和互

信，并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进行融合创新，带动更

多人参与价值创造，将有可能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开放、去

中心化与全球包容的新时代。但是，区块链技术潜能是否能得

到有效释放，取决于利益相关方如何开展共同治理。为此，世

界经济论坛（WEF）发布了《释放区块链的潜力》白皮书，立

足区块链快速发展背景，阐述了区块链五大特性，分析了区块

链生态系统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了运用 GSN 框架构建区块链

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设想。 

一、区块链成为全球新资源 

互联网正进入以区块链为基础的 2.0 时代。过去的互联网被

称之为“信息互联网”，专注于信息传输，而互联网 2.0 是“价

值互联网”的兴起，区块链将促进基于互信机制的价值传递，

颠覆商业模式，打破产业格局，改变社会分配制度。 

区块链的概念是署名为 Satoshi Nakamoto 的论文《比特币：

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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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System）》中首次提出，比特币作为一种数字货币，是区

块链首个在金融支付领域中的应用。数字货币与传统法定货币

的不同之处在于，不由政府发行和控制，而由区块链记录的交

易所代表。以比特币为例，区块链利用对等网络来验证与审批

每笔比特币交易，而 Satoshi 设计了一套分布式计算规则，来确

保这些交易被可靠记录。 

区块链具有五个主要特性： 

一是分布式架构。如比特币在全球志愿者计算机上运行，

没有中心数据库，不怕黑客攻击。任意节点间能直接、安全地

发送任何形式的数字内容，包括股票、债券，知识产权、艺术、

音乐，以及投票等，无须经过可信的第三方机构。 

二是加密保护。区块链采用“公共+私有密钥”双重加密术

（就像保险箱的双钥密码系统），以维护虚拟系统安全。 

三是公开透明。区块链记录的数据位于网络中而非某个审

计机构，任何人可随时查看，也无人能隐藏交易，比现金的追

溯性更强。区块链为开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使用

及开发新的在线交易管理工具。大多数情况下，区块链是具有

包容性的，如 Satoshi 所设想，任何人都能通过基于移动设备的

“简单支付验证”模式来与区块链交互。 

四是稳定可靠。几分钟甚至几秒内，所有交易就会被验证、

付讫并存储在与前一个数据块相连的数据块里，从而形成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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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每个数据块所关联的前一个数据块必须有效。该结构永久

保留时间标记与价值交易，防止任何人更改总账。 

五是存储历史。如果有人想盗用比特币，就必须公开改写

区块链上货币或资产的整个记录历史。也就是说，区块链是一

个分布式账本，代表每笔交易的网络共识。区块链的完整性必

须得到维护，也就是存储的重要性所在。 

区块链赋予人类新的能力，即两个或多个陌生人之间直接

进行可信交易，通过集体协作验证，由集体利益驱动发展，这

是一种技术范式的变革。创新者正在为区块链编写新的程序，

用以记录对人类有价值的任何信息，拓展更多应用领域。一部

分人已经在倡导将区块链作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鼓励民众将

具备智能计算能力的任一设备提供给区块链以维持运转，确保

安全可信。 

二、区块链治理的可行性尚未达成共识 

虽然区块链技术源自开源社区，但很快吸引了不同角色的利

益相关方，一些核心相关方甚至瞄准了区块链生态系统的主导

权，全力推动人们接纳与使用区块链。但是，在区块链生态系

统中，各个角色对区块链治理的态度并不十分一致。 

区块链创新者。以首席执行官 Shape Shift、创始人 Erik 

Voorhees、投资者 Roger Ver（又名“比特币之神”）为首的行



 5 

业先锋认为对区块链进行治理或监管毫无必要，且与比特币原

则背道而驰。但更多企业家认为与政府良性对话、关注治理有

利于行业发展。Coinbase、Circle 和 Gemini 等公司已加入贸易

组织，一些公司甚至与 MIT 数字货币项目等新兴治理机构保持

密切关系。 

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者遍布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养老

金管理等领域，如风投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金融服务机

构巴克莱银行、德勤、高盛、纽约证券交易所、瑞士联合银行

及维萨等，以及加拿大养老基金会 OMERS 等等。这些投资者

倾向于以投资与宣传方式推动良好金融体系建设。 

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几乎都投资了区

块链，普华永道《2017 全球金融科技调查报告》指出，“77%

的金融服务业受访者希望在 2020 年采纳区块链，将其视为生产

系统或流程的一部分”。世界上最大的几家银行已经签署了 R3 

CEV 区块链联盟，最关注的是如何让区块链不为大权在握的领

导者所控制。 

开发者。区块链开发者缺乏 ICANN
1、IETF

2或 W3C
3等监

管机构来预测需求、指导决策，但一些开发者乐于被监管。目
                                                        
1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管理机构（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负责对全球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系统及其安全稳定的运营进行协调。——编者注 
2
 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由互联网工程技术专

家发起和管理的民间机构，致力于全球互联网相关技术规范的研发和制定。——编者注 
3
 万维网联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W3C）, 是 Web技术领域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技

术标准机构，已发布了 200多项影响深远的 Web技术标准及实施指南，有效促进了 Web技术的互相兼

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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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比特币社区采取的方式是，规范成员行为，如参与线上论

坛、公布协议改进建议供行业评审、探讨及解决其他成员关注

的问题、推广解决方案、测试代码并参与代码调试等等，确保

成员能提出建议并解决问题。 

研究机构。研究机构正推动区块链评估和技术可扩展性等

方面的深入研究，并注重加强与其他领域的合作；斯坦福、普

林斯顿等知名学府也陆续开设了区块链、比特币及数字货币方

面的课程。这些机构对区块链合作治理均表示支持。 

非政府组织。大批重点关注区块链技术的新兴非政府组织

与民间团体，如 Jerry Brito 的代币大会和 Perianne Boring 的数

字贸易商会，越来越受区块链社区的欢迎。这类组织也认同对

区块链进行治理，有助于重大决策的制定实施。 

政府、监管机构与执法机构。各国政府在对待区块链的方

式上并不一致，一些政府青睐放任自由的政策，另一些政府偏

向于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如纽约的比特币执照。由于一些政体

公开对区块链表示反感，极端反应日益增多，反而使得原本抗

拒政府干预的利益相关方也认识到应当让监管机构参与治理研

讨。 

用户。未来，每个人、每家公司或机构都将以区块链为基

础，来享有监督的合法权利，包括对身份、安全、隐私、基本

人权、公平裁决及该资源长期可行性的监督。然而，区块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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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内容、范畴和边界都还没有明确，更谈不上用户的参与监

督。 

三、区块链治理面临的挑战 

“价值互联网”的治理比“信息互联网”的治理要更难，

特别是现阶段的区块链更加分散复杂，经济风险更高。这是因

为“信息互联网”的所有构成网络都是基于全球统一平台而建

成的，相比之下，区块链是不同账户、有时甚至是对立账户构

成的一个账户。大多数区块链开发者把比特币当做一辆以 1000

英里/小时行进的汽车，在一定数学规则下运转良好，而开发者

的任务仅仅是在不停止或重启这辆车的情况下对其维护升级。

因此，他们倾向于用“治理”而非“管理”来表示维护，即对

区块链日常运行的维护而非对运行问题的中断修复，一定程度

上这种理解也是恰当的。 

区块链治理需要多重利益相关方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式管

理。一方面，区块链将金钱、知识产权等价值变得大众化，这

需要政府一定程度参与监管，确保大众权益得到保护。同时，

在“价值互联网”中，大众拥有言论自由且得到保护的权利，

政府不应通过控制、监督或者其他管理方式来干预大众权利的

运用。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的本质是分布式的，政府的粗暴

干预将会扼杀这种雏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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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试图从平台、应用和生态三个层面探讨广义的

区块链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即适用于各领域的治理问题。 

（一）平台治理 

平台治理的对象是诸如比特币、以太坊、Tendermint 和超

级账本（为各平台间提供互操作性）等平台。大多数人会把比

特币、以太坊视为数字货币，即一种金融工具，把底层区块链

系统视为支付系统，这种认识比较狭隘。广义地看，数字货币

既有价值，也代表一种所有权，而底层的区块链系统是维护数

字货币所有权的特定技术平台，这一类平台不应仅仅局限于金

融领域，而适用于区块链可应用的所有领域。由于技术开发重

点和平台建立机制不同，各类平台也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难题。 

表 1：全球 10大数字货币（截至 2017年 7月 17日） 

排名 名称 市值（美元） 价格（美元） 

1 比特币 43,630,891,619 2660.98 

2 以太币 34,736,739,597 375.25 

3 瑞波币 10,215,346,626 0.266787 

4 莱特币 2,428,105,598 47.06 

5 经典以太币 1,950,098,114 21.04 

6 新经币 1,848,834,000 0.205426 

7 达世币 1,295,180,283 175.78 

8 IOTA 1,177,470,178 0.423622 

9 比特股 888,444,894 0.342215 

10 Stratis 766,295,675 7.79 

 

1、比特币平台：扩容、协作和能耗问题不断升级 

比特币是价值、规模和算力（参与度计量单位）最大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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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货币及平台，但目前危机重重。一方面，比特币的开源机制

造成“区块链逆转”（即以太坊超过比特币价值）的隐患，主

要在于围绕核心加密技术的研讨交流演变成不同技术阵营之间

的“开源战”，这无助于技术推进。另一方面，比特币基金会

深陷高管挪用公款丑闻，导致比特币核心钱包协议计划停滞不

前，直到麻省理工学院（MIT）推出数字货币倡议，吸纳并资

助有能力的开发者参与 MIT 媒体实验室的比特币核心钱包协议

研究，该问题才逐渐改善。此外，比特币交易规模的指数级增

长（每天交易超过 20 万笔）也带来扩容或数据块规模之争，导

致无法建立有效的共识机制，激化核心技术日益拆分成相互矛

盾的链条，使平台的巨额价值陷入不安全境地。如果比特币平

台要继续发展壮大，还将面临三个极大的治理挑战： 

一是如何在不削弱平台价值的前提下实现扩容。1MB 数据

块、交易速度约每秒 7 笔的设定自比特币诞生以来从未改变过，

但随着平台交易规模的增长，这种设定使比特币交易陷入瓶颈。

2015 年，核心开发者 Gavin Andresen 曾提倡支持 8MB 数据块的

Bitcoin XT，但因为数据块增幅过大，导致低宽带地区的玩家将

在寻找、构建和传递数据块的比拼中处于劣势，从而遭到这些

地区、特别是中国比特币玩家的抵制；由于不是所有节点都能

处理大数据块，交易资源就会向一部分节点集中，从而偏离区

块链公平原则。2017 年以来，陆续出现两种新方案：一是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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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法（SegWit），通过将签名信息与交易数据分开来释放数

据块空间，既能提升平台处理能力，又保持整个网络权力的分

散；二是比特币无线协议，会在必要时让矿工4投票决定是否扩

大数据块规模，从而控制数据块交易量。两种方案都尚未在比

特币生态中达成共识，可预见的结果包括：矿工聚集在比特币

无线协议周围；隔离验证盛行；链条产生分叉，这些分叉在市

场中一决雌雄；各方合作达成折中方案，为某种治理框架奠定

基础。这揭示了比特币平台迫切需要一种领导力，引导各方求

同存异。 

二是如何维持群体协作激励机制。比特币平台遵循比特币

记账奖励减半规律，每新增奖励减少一半时间点，每四年新比

特币数量就减少一半。当奖励降为零，费用机制就可能启动，

矿工拥有交易费用定价权，费用高的交易将被优先记入数据块，

矿工从中获益，从而确保其有动力维持比特币的基础架构和算

力。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某个“挖矿企业联盟”掌握了全

网 51%的算力，就能对数据块进行返回操作，推翻原有已确认

的交易，这就是所谓的“51%攻击”，对比特币全网安全的破

坏是致命的。  

三是如何降低能耗。比特币工作量证明机制的设定使得比

特币网络频谱能耗值惊人，比特币平台基础设施发展与生态环

                                                        
4
 矿工指参与争夺记账权的比特币玩家，争夺记账权的过程就是“挖矿”，谁获得记账权，谁就能赢

得最新生成的比特币奖励。——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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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一方面，为了获得更高的算力，大量

的计算设备正在加入比特币网络平台，根据“一台电脑每消耗

一美元电力，就需要花费 50 美分的能源使其冷却”的经验法则，

能耗也在随之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多数挖矿设备的

有效使用寿命仅为 3-6 个月，而废弃设备回收再利用的方式尚

未普及，造成电子垃圾的数量也在迅速攀升。 

2、以太坊平台：去中心化治理、权益证明机制实施的潜在

威胁 

以太坊正成为当今最重要的区块链平台之一。以太坊的运

作模式是：面向开发者和用户，开放标准化、模块化的区块链

应用程序和智能合约编码资源，方便开发者建立和发布下一代

分布式应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用户需要为使用平台的运

算和存储服务支付少量费用（以太币形式）。以太坊建立了一

套协议与标准，对内促进以太坊人的交流，对外通过优化操作

与外部标准对接，确保更好地与外部生态互动。 

为开展去中心化治理，以太坊成立了基金会，主要承担研

究下一版以太坊协议与标准、联合开发及维护六个不同的客户

端、宣传和推广以太坊等职责。为将用户拓展到企业，以太坊

成立了企业以太坊联盟（EIP），收集企业区块链部署需求，利

用现有标准并配合以太坊基金会的平台工作开发新的开源标

准，帮助企业在以太坊构建许可链和私有链，推进区块链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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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的部署应用。EIP 作为一个包容性组织，实行董事会轮值制，

董事会成员既包括行业巨头微软（由资深区块链高管 Marley 

Gray 代表），也涵盖初创公司 Nuco（由首席执行官 Matthew 

Spoke 代表），通过一个多层级的治理结构，在满足大企业需求

的同时维持开源、快速的协作开发。 

以太坊同样面临着一些治理的难题，具体包括： 

一是在应对重大威胁时如何快速决策和执行。以太坊的去

中心化治理机制在早期经历了一次重大考验。2016 年 5 月，一

个名为 The DAO 的项目众筹了 1150 万个以太币（价值 1.6 亿美

元），The DAO 设定由以太币持有者参与评审并投票决定众筹

基金的分配，并与以太坊智能合约协议连接，允许以太币持有

者通过一个“分割功能”从项目中撤回以太币。但这一功能存

在递归调用漏洞（在更新自身的余额之前多次退还以太币），

并被一黑客利用，将价值 7000 万美元的以太币转移到一个匿名

账户中。受智能协议条款约束，黑客要经过 28 天才能对这部分

资金进行转移。这期间，出现了两种应对方案：第一种是将所

有交易排除在 DAO 之外的软分叉，但又存在拒绝服务攻击

（DoS）风险，黑客能够通过伪造交易并大量广播无效却有标有

高价的智能合约，吸引矿工验证，使得整个区块不能处理真实

有效的交易。第二种是通过硬分叉建立退币合约，实施一份仅

具有“撤销”功能的新协议，追回被窃取的所有以太币。虽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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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以 89%的算力支持第二种方案，最终实现以太坊硬分叉成功，

但从发现递归调用漏洞问题到提出方案再到硬分叉方案的执

行，都经过了漫长的争论和等待才得以执行，体现出以太坊去

中心化机制下应急反应的缓慢和危险应对的不成熟。  

二是如何实行和管理权益证明机制。第一代以太坊区块链

采用的是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机制（Frontier）。为了降低能耗

和提高安全性，以太坊创始人 Vitalik Buterin 开发了权益证明机

制（Caspar），将挖矿流程虚拟化，鼓励矿工持有以太币来最大

化他们的“权益”，如果违背规则，可能会失去所拥有的价值。

但 Caspar 将面临着 51%算力集中控制货币且不受监管的风险，

并且在推行替代过程中也面临着执行困难。 

3、Tendermint 平台：异构网络的互操作性难题亟待破解 

Tendermint 平台是区块链通用中间件技术平台，提供区块

链协议与区块链应用程序之间运行的软件，方便开发者自由选

择开发环境和编程语言来开发应用程序。Tendermint 通过权益

证明机制确保每台机器以任一编程语言、按同一顺序记录、处

理相同交易，同时还融合工作量证明机制，将原生币（Atom）

与保证金捆绑，确保用户行为规范、达成共识。目前，Tendermint

已发展成为一个即插即用的区块链共识工具，能够托管任意应

用，并具有高容错性，即便其中三分之一的节点反复出现故障，

仍能运行。2016 年 9 月，Tendermint 发布了 Cosmos 网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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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解决数字货币社区中的突出问题，包括可扩展性、互操作

性、安全性和灵活性，以能够实现互操作的异构网络方式来开

发与社区价值相匹配的货币，同时保证机构透明、负责。由于

主要的区块链平台都在大力拓展应用市场，使得互操作性机制

的建设更加紧迫。 

4、超级账本：行业标准、基础设施和交流方式难以有效支

撑平台发展 

超级账本是 Linux 基金会的项目，重点关注分布式账本和

从数字货币分离出的智能协议，支持网络参与者分享记录以及

自动处理共享账户上的额外交易，促进区块链在银行业、物联

网、制造业和供应链中的应用。超级账本借鉴了 Linux 治理框

架，项目使命为“创建一个企业级的分布式账本开源框架与代

码库”和“一个开源技术社区”，以及“提高生态系统主要成

员参与度”和“托管项目基础设施，为社区基础设施、会议、

活动和集体讨论建立一个中立场地，并提供业务及技术治理结

构”。与此同时，超级账本也面临一些治理难题。 

一是迫切需要建立行业标准。如果区块链生态系统中每个

人都使用同样的代码、链条和交易标准，将提高系统效率。标

准应当兼顾保密性和可审计性，一方面允许共享大量数据，确

保每个人在流程中的公正性，另一方面要确保参与者业务在保

密机制下运作，让竞争对手无法掌握彼此的业务或其与其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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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达成的协议。此外，标准还需解决交易速度的问题。现有的

交易结算与设置过程大约耗时 10 分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不断

交互的物联网，或需要抢占特定价格购得资产先机的金融交易

需求。 

二是避免过早制定行业标准从而约束发展。在区块链尚未

发展成熟的初期，也面临“急于制定标准—即便制定得当—初

创项目可能变得僵化”的挑战。标准研究不能区分市场的赢家

和输家，还需要企业更多地尝试、更深入地了解、修复漏洞、

提升能力。因此，要确保过早地做出重大架构决策，使传统和

固定制式束缚初创技术发展。 

三是缺乏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撑。区块链要实现广泛普遍的

应用，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有能力对大规模的用户交易

进行精确处理和安全控制。目前来看，尚未有平台具备这样充

足的基础设施能力。 

四是缺少有建设性对话。关于区块链技术的辩论、争吵和

冲突，是网络达成共识的一种特点，但并非是缺陷，问题在于

参与者在表达不同观点时所呈现出来的逞强行为和装腔作势，

会让真正有能力的开发者因为反感而退出，从而对整个技术推

进无益。如何让参与者学会倾听和理解，并与意见对立者共同

朝达成共识的方向努力，才有可能通过对话输出真正有价值的

内容，促进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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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治理 

在区块链技术应用发展背景下，全球分布式运营的网络或

组织快速崛起，采用了去中心化、集权化的方式进行推广，如

以太坊首次发行的代币（ICO）因为广受好评而迅速在网络传递。

但在特定领域和地区，依然需要重点关注各类应用的互操作性。 

 

表 2： 全球 10大数字资产5（截至 2017年 6月 17 日） 

排名 名称 平台 市值（美元） 价格（美元） 

1 Golem 以太坊 493,919,905 0.595621 

2 Augur 以太坊 336,539,500 30.59 

3 Gnosis 以太坊 270,024,758 244.46 

4 
Basic 

Attention 
以太坊 220,787,000 0.220787 

5 MaidSafeCoin Omni 219,171,586 0.484301 

6 Iconomi 以太坊 209,038,380 2.4 

7 Ardor Nxt 199,448,251 0.199648 

8 DigixDAO 以太坊 185,485,200 92.74 

9 Veritaseum 以太坊 143,919,531 74.58 

10 SingularDTV 以太坊 129,022,800 0.215038 

 

一是如何监管区块链应用？在金融领域，一部分应用区块

链技术的业务有可能已经处在现实规则的监管之下，对于这类

区块链的应用是否需要在区块链自有的治理机制下进行再次监

管，尚未达成共识。以 ICO 为例，ICO 作为一种企业开展众筹

的应用程序，支持各行业基于业务应用需求，以发行协议代币

的方式进行自我扩建，从而发起众筹。从价值层面看，ICO 同
                                                        
5 数字资产（Digital assets）指企业拥有或控制，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

出售或处在生产过程中的非货币性资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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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类似，赋予参与众筹者一定 ICO 数

字资产权益（类同股票），即对企业部分价值的所有权，并在

日后可能有权分享企业利润。但目前来看，ICO 基本不受现实

金融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也没有形成自治机制，因此对 ICO

的投资存在很大的损失风险。 

二是缺少成熟的开发者。区块链应用项目的推广迫切需要

具有解决方案规划、设计和实施能力的技术人才，为此应该多

推进全球开发者之间的交流，以引导、促进更多新开发者成长。

此外，还可考虑发展创新性教育项目，对有才华的程序员，允

许其凭借对区块链项目所做的贡献获得全球认可的学位或其他

相关证书。 

三是缺乏用户友好型界面。区块链应用程序在基本用户界

面和体验方面还需做更多改进。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很

多应用程序都是非用户友好型，需要识别大量的字母、数字、

代码和行话，如比特币以 1 或 3 开头的 26-35 位字符地址等，

都是普通人无法接受的。 

（三）生态治理 

区块链生态系统应当基于去中心化基础架构部署分布式治

理系统，建立合理的法律规范和监管框架，促进具有长期增长

能力、可持续性强、技术相对完善的业务模式发展。其所面临

的挑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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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缺乏合理的法律治理结构。区块链关于交易无法撤销、

智能协议无法废除的设定，虽然一定程度消除了违约和追偿风

险，但即便区块链记录的交易构成违约，目前尚未形成针对此

类违约责任的追索权，并且通过法院追索的代价太高，走诉讼

程序的费用太贵。此外，围绕如何在区块链上构建身份的相应

法规的讨论也必不可少。 

二是不成熟的立法或规范将有可能阻碍区块链发展。比特

币执照作为首条针对区块链的争议性法律，它的实施导致大批

初创公司纷纷出局，这证实了即使用意良好的法规也会导致意

外结果。管辖权约束了比特币的流通，一些政府已经禁止使用

比特币或禁止国家银行兑换比特币。由于中国专业化挖矿社区

蓬勃发展，掌握了比特币协议升级的部分话语权,一旦中国禁止

比特币，将对区块链安全性造成无法预测的影响。 

三是区块链应用速度超过技术成熟度。与互联网在商用前

经历了长期技术验证不同的是，虽然区块链技术尚未成熟，但

已经在支持业务应用。即便区块链摆脱了第三方的费用结构和

系统故障，自由度、保密性、安全性、自主性更强，但也需要

承担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责任。 

四是缺乏多元化思想。到目前为止，区块链运动大多由男

性主宰。尽管出现了个别优秀的女性领导，但由于女性在所有

计算类工作中的占比仅为 25%，参与区块链的更是寥寥无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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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影响区块链生态的多样性。 

五是存在当权者控制整个网络的风险。一个国家、一个大

企业甚至一个人，只要通过金钱或权力掌握了 51%算力，就有可

能为了确保自身利益，吞噬成功的新创企业或利用法律法规监

管、审查和打压小型公司。 

此外，还存在来自恐怖分子、量子计算和技术失败等一些

未知挑战。比如，虽然区块链技术本身是为了推进交易能力的

发展，但一旦通过开源形式在网上公开，恐怖分子将有可能用

这些优秀的技术来制造更多更大的混乱。又如，量子计算作为

一项超越电子计算能力的密码算法，将有可能使区块链的技术

优势受到致命打压。更有甚者，如果区块链技术最终被证明漏

洞百出，将有可能导致整个价值互联网的崩溃。 

四、基于 GSN 框架建立区块链全球治理体系 

为了推动区块链实现长期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协作、组织

与领导。鉴于当前的互联网治理呈现出技术能力较强的利益相

关方垄断了最大价值的不平衡状态， 因此，作为最复杂的全球

创新技术——区块链，其治理架构应当采用非国家的多重利益

方网络框架（即 GSN）。 

（一）网络机构 

以世界经济论坛、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治理论坛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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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名网络机构在促进各利益相关方交流、影响国家政策制

定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当依托网络机构，建立在线交

流平台和系列会议，吸引区块链生态各利益相关方参与治理研

讨。其目标是（1）吸纳关键参与者；（2）为参与者提供分类

标准和框架，以便每个人在治理挑战和解决方案的理解上达成

共识；（3）专注区块链生态治理问题的改善。 

（二）标准网络 

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平台和应用层面的标准，但需要有一个

较强的领导力平台来推动标准体系建设进程。当前，一些标准组

织的共同做法是：建立基础结构、制定标准及使其具有可扩展性，

促使技术走向成熟。为了打破比特币平台发展僵局，应当成立一

个由多个利益相关团体共同参与的、自组织性质的比特币工程任

务组（BETF）。它可以作为 IETF、W3C 或其它相似组织的一

个工作组，借鉴这些标准组织的共识机制和决策流程特点，根据

成员间达成的共识制定，测试和实施新协议与标准。 

（三）宣传网络 

宣传对于推广区块链技术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强大的拥护

者为利益相关方说话，捍卫他们的权利，政府及其他权力机构

可能会企图扼杀、扭曲或阻碍这种强大的开放网络，为己所用。

为了抢在那些可能进一步阻碍创新的监管、立法、司法或执法

活动之前，区块链需要加强宣传，捍卫利益相关方权益。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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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数字贸易商会的宣传方式，并采取更多行动，通过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网络机构集聚国家元首和首席执行，探讨开发区块

链的共同利益。 

（四）监督网络 

区块链仍处于拓荒阶段，需要采取大量行动以更好地监督发

展。区块链联盟、柯林中心和数字贸易商会与执法机构合作，一

定程度上发挥了监督作用，但更应当设立完全独立的机构，如同

国际人权监察站一样，对政府滥用区块链行为有较强的约束力。 

（五）政策网络 

政策网络主要由各国政府领导，通过提高行业透明度和促

进公众参与来改善行业行为，实现有效治理。当前，一个新生

的政策网络正在形成，该机构的代表就是包括聚焦创新、消费

者保护、隐私权和反洗钱等领域的华盛顿特区非盈利政策机构

——柯林中心，致力于促进数字货币的认可与使用的数字贸易

商。针对区块链能耗的监督和治理，建议在世界经济论坛气候

项目和能源计划的共同支持下，成立一个多重利益相关方网络，

围绕如何捕获挖矿所产生的热量、减少整个生态系统能耗等问

题，推动全球监督资源和政策资源更快速、更深入地开展合作。 

（六）知识网络 

知识网络应当涵盖技术和应用研究、全民教育等内容，支

持迭代学习和分享，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目前，有数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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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性知识网络方案正在试水，如富瑞银与新美国基金会和国

家民主研究所合作成立区块链信任加速器，致力于研究前沿创

新项目；MIT 数字货币计划集聚全球学术机构，推进合作研究、

试验和新知识的研讨交流和传播。面向未来，可从三个层面推

动知识网络升级：在技术研究方面，加大基础研究项目投资，

鼓励各机构、网络和个人的参与，确保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能

主导核心技术；在应用研究方面，鼓励开展区块链应用和变革

历程研究，探讨行业、政府、竞争力和管理挑战等方面区块链

变革的重大影响；在教育方面，鼓励大学教学体系中加入区块

链战略、技术、信用及认证等课程，发展在线教育行业-学术合

作项目，致力于区块链高级编程技术发展。 

（七）交付网络 

为推进账本、区块链和支付网络的连接，最终实现货币如

信息一般在网络中自由传递，需要组建类似于 ICANN 的组织，

协调跨账本开放等协议的发展。为了构建必要的基础架构，组

织成员还应向行业协会、专业服务公司扩展，目的在于推动区

块链技术在 “一带一路”倡议等这类前瞻性合作项目上的应用。 

 

译自：Realizing Potential Blockchain, June 2017 by World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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