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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区块链创新发展要解决好四方面问题 

（来源：学习时报，2020-04-07） 

 

核心阅读 

区块链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布局的关键领域，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

和产业创新发展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区块链

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

创新发展”。区块链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布局的关键领域，加快推动区

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优

势十分重要。 

  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般来说，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

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集成应用，本质为分布式账本的互联网

数据库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全程留痕、不可篡改、可追溯、集体维

护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其可以在金融、智能制造、物联网、供应链管

理、数字资产交易、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创新制高点。当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积

极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我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的基础，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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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个省份出台推动区块链产业的政策，在数字金融、制造业、供

应链管理等领域也有一定的应用。从国家战略高度进行区块链发展的

全面布局，是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取得领先优势和抢占国际话语权

与规则制定权的迫切需要。 

  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我国正处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将对提升政府治

理能力发挥重要作用。去中心化机制、分布式账本技术能够使得各参

与节点无需向中心化系统交出全量数据即可进行数据共享；身份验证

机制及非对称加密技术能够有效保证数据安全，防范个人隐私、国家

机密的外泄。这一方面有助于打通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促进业务协

同。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政府与企业的数据共享，为事前风险防控、事

中管理和事后追责提供有力支撑。多个省市已成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

进行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点对点机制使其在交通指挥、公安监控、

交警执法等系统中都能发挥巨大作用。 

  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在国际贸易、跨境支付、生产制造、物

流等涉及链条长、中间环节多的领域，区块链一方面能够让涉及主体

均能即时获取真实有效的数据，降低各环节的沟通成本，提高各主体

间的协同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智能合约技术使得预设规则在满足执行

条件时可自动运行，既能防范履约风险、又能降低人力物力成本，从

而提高产业链协同效率。通过区块链可追溯的特性，能够实时记录产

品生产流通的全过程，既能便于打击假冒伪劣，也有利于提高生产制

造过程的智能化管理水平。区块链还能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通过

对供应链中交易方式和参与方的行为进行数据整合并形成完整记录，

以证实企业交易行为、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起到为企业增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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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解决实体企业贷款融资难的问题。 

  助力完善公共服务。在医疗健康领域，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够在

保护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实现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也可通过

打通医院、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大大缩短伤保理赔到账时间。在百

姓关心的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一套全过程可追溯、不可篡改的数据库

有助于实现对食品药品安全的精准监测。在扶贫领域，可通过全面数

据的多重验证确保扶贫对象的精准性，做到“扶真贫”，帮助实现对

扶贫资金流向的精准把控，防范冒领、挪用资金的问题发生，有效促

进“精准”扶贫。在文化领域，通过将图片、文字、视频等作品的版

权信息永久写入区块链可以有效解决互联网环境下原创内容确权成

本高、盗版猖獗等问题。 

  四方面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当前全球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尚处于发展早期，既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前景，同样也面临不少挑战。 

  一是技术发展尚不成熟。从技术属性来看，区块链存在着物理性

能不高、交易速度较慢、可扩展性较差、消耗资源较大、不同链之间

标准不一致导致难以兼容等问题，致使其商业应用存在场景局限；从

技术安全来看，区块链还面临着隐私保护、智能合约漏洞、共识机制

和私钥保护、密码学算法安全等问题，影响其平台安全、应用安全，

因此尚不能实现大规模的应用落地。 

  二是监管面临新的挑战。区块链技术若是被误用、滥用，可能会

给国家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金融安全等方面带来新的风险。如

不法分子利用区块链难以篡改的特性来存储、传播违法违规信息；通

过代币发行进行非法集资、传销诈骗；利用虚拟货币从事洗钱、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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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等犯罪活动；资本市场中的概念炒作、操纵市场和非法得利等。

区块链去中心化特点还可能会导致监管机构影响力的下降，对既有监

管机制提出挑战。 

  三是法律法规的不适用性。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其创新属

性存在着与现行法律冲突以及法律空白的双重问题。一方面，智能合

约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自动执行基于计算机的合约，这与传统合约法规

中对合约主体及主体间行为约束的相关要求存在冲突；区块链应用范

围极广的特性也难以满足专利法中需要提出明确列举式权利保护的

要求，不利于对于技术创新的保护。另一方面，数据信息、虚拟财产

与传统物权法领域的实体物品存在区别，无法进行确权和登记，需要

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对其权属问题进行确权保护；针对区块链的风险问

题，也需要政府部门制定明确有效的法律法规，从而保护区块链系统

参与者的合法利益。 

  四是社会认知存在误区。一方面是认知不足，未能区分技术创新

与概念炒作，将区块链等同于虚拟货币，甚至在实践中出现了以区块

链为名进行非法融资和传销诈骗的现象；另一方面存在着盲目跟风、

过度追捧的潜在风险。要认识到区块链技术并非万能、有其场景的局

限性，且技术发展还很不成熟，目前各行业和场景中的解决方案大多

尚处于研发或小范围应用试验阶段。 

    对策建议 

  发展区块链可能面临监管上的风险，但不发展区块链则可能陷入

长期落后的危险。建议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促进发展。 

  积极跟进国际最新发展。积极关注主要国家在区块链政策制定、

产业应用、技术研发、监管机制等方面的最新动态和创新实践，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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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际做好相关应对。 

  加强核心技术研发。抢占创新制高点，需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

控。目前区块链中约有超过八成的技术平台使用国外开源的产品或衍

生产品，加密技术、共识算法等核心技术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亟须

强化基础研究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加大在共识、密码、分

布式通信与存储等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区块

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研究，以弥

补其在性能、扩展性、安全等方面存在的短板。 

  加强区块链应用引导。研究制定国家层面区块链技术与产业发展

的中长期规划，引导区块链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避免技术应用“脱

实向虚”。通过试点示范等形式，一方面推动人才、资金、数据等流

向能够切实提升政府治理水平、赋能实体经济、优化公共服务的项目，

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保障。打造区块链产业基地，探索总结可推广、

可复制的经验模式。另一方面要结合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和领域发展中

存在的“痛点”进行科学规划，引导社会资源流向能够满足区块链适

用场景的项目。 

  完善监管机制。本着包容审慎、鼓励创新的原则，允许区块链在

产业发展中的探索试错，明确底线思维，出台负面清单。加强金融等

行业的市场监管，严厉打击非法加密货币交易和犯罪行为，建立全面

系统的预防监控机制。研究制定区块链在投融资、智能合约、资产证

明、技术专利保护等领域规范应用的法规制度，并促进与现行法律法

规的衔接与统一。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打击利用区块链技术跨

国犯罪的行为。充分发挥协会等第三方组织在加强行业自律和标准制

定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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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行业标准制定。目前区块链尚未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和

技术准则，各机构均基于不同协议和需求来开发各种自成体系的应用，

建议围绕我国优势产业发展的重点环节，吸引领先企业积极参与，逐

步建立和完善区块链技术应用和标准体系。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

制定工作，加强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的交流，不断提升我国区块

链标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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