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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浦江创新论坛——区块链发展论坛上，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以“链接未来——区

块链发展论坛”为主题，提出了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和具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本

期简报基于嘉宾1报告整理而成，供参考。 

 

  

 
1 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院院长、上海市分布式共识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多伦多大学教授龙凡，上海交通大

学区块链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委会主任斯雪明，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谈文胜，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曹嘉明，多伦多大学教授、加拿大央行数字货币顾问

Andreas Park，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李颉，中国电子标准化技术协会副理事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原巡视员韩俊，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院 CTO 伍鸣，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前美

联储高级经济学家、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委会委员胡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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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七 

链接未来——区块链发展论坛 

区块链发展论坛重点探讨了区块链技术的本质及发展空间、发展

路径，厘清困惑，为中国的区块链发展营造良好的共识基础，撬动更

多区块链生态培育资源，在世界区块链技术竞争格局中发出中国声音，

促进中国区块链技术继续站立潮头、引领未来。 

一、区块链技术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一是区块链技术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梅建平认为，建

设数字中国是我国重大的战略决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已经成

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动能，区块链作为新基石和社会治理的

新手段，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斯雪明认为，区

块链是数字社会构建信任的基石，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所以区

块链是未来世界的基石。韩俊认为，数字经济的本质是数据，而数据

又离不开区块链，发展区块链技术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二是区块链技术潜在应用场景正在持续推广。伍鸣认为，任何多

方合作、相互之间存在信用问题的场景都很适合应用区块链技术解决

这个问题，一些比较典型的场景包括物流、供应链、建筑生命周期管

理、房屋租赁平台、金融保险等。龙凡认为，区块链最终能够赋能各

行各业，凡是多方参与，并且信任至关重要的场景，都能被区块链赋

能。李颉认为，区块链是工业互联网可信数据的基础平台。 

三是我国正处于推动区块链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建设的战略机

遇期。梅建平表示，科技部将加强与上海的合作联动，同时也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上海汇聚国内外的研发资源，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拓展应

用场景，强化产业赋能，深化开放合作，努力在区块链研发和应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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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取得更多、更大的进展。Andreas Park 认为，区块链是一个各方可

以共同利用的基础设施，各方通过区块链彼此联系，彼此合作。银行

本身目前都是各自为政的，如果未来银行能够拥抱区块链，会为它们

带来新发展机遇 

二、区块链技术赋能未来所面临的问题与不足 

一是区块链技术离赋能全社会存在共识鸿沟。龙凡认为，区块链

技术因缺乏社会共识而离赋能全社会存在鸿沟，主要体现在投机原罪、

泛标签化、监管难题这三个方面，去中心化理念尚未被普遍接受，需

要社会共识进行重构，才能够达到改变世界、赋能各行各业的目标。

伍鸣指出，更多的人思想观念里还没有接受去中心化这个理念，去中

心化在推广应用时需要大量的教育宣传。 

二是区块链技术的全面落地仍有困难。斯雪明认为，区块链技术

融合与应用方面，国外应用强调落地能力，国内区块链产业融合关注

度虽然较高，但实际落地仍面临挑战。伍鸣认为，区块链落地难有很

多方面，一方面在于区块链是新兴技术，其推广需要打破原有的系统

和架构。另一方面在于人才，区块链是新兴行业，真正掌握区块链技

术的人才缺乏，且在课程、教师队伍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是区块链技术的统一标准亟待制定。伍鸣认为，在区块链行业

中，区块链技术迭代十分快，行业内目前还没有形成垄断，同类项目

的竞争非常激烈，不同类项目之间的合作非常频繁。在这样一种纷乱

的状态之中，系统和系统以及系统和应用之间的交互非常低效，行业

对于标准的需要非常急迫。韩俊指出，当前区块链技术的标准化工作

在技术和实践上尚有大量缺失，存在缺乏标准化应用指南、缺乏标准

的指导和支持、缺乏标准的共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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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区块链技术的监管和安全尚存隐忧。韩俊认为，在区块链快

速发展的同时，监管和安全方面不是一蹴而就的。斯雪明认为，国内

区块链监管起步晚，公有链与联盟链的监管问题日益突出，监管难度

大，区块链监管能力的建设比较滞后，难以满足应用落地需求，监管

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有待解决。谈文胜认为，对于安全方面存在

顾虑也是区块链发展之所以会比较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当面临的数

据越来越多，涉及应急、安全、民生、金融等多个方面，一旦出现安

全问题，后果无法估量。龙凡认为，区块链作为去中心化的技术，如

何监管引导技术应用永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三、坚持“四个加强”，推动区块链技术赋能未来 

一是加强区块链技术创新发展。梅建平认为，要把握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机遇，持续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加快与金融、

民生、医疗、政务等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斯雪明认为，要大

力发展自主创新区块链基础理论与技术，积极探索区块链体系结构创

新，深入开展应用技术创新研究，让区块链技术更好的跟其他技术融

合起来，真正做到应用上的创新，同时也要加快自主可控区块链技术

与产品研发。 

二是加强区块链技术人才培养力度。伍鸣认为，区块链知识的普

及和教育非常重要，要对非技术人员科普区块链去中心化的好处，让

社会开放的拥抱和接受它。更多的计算机方面人才应更早的接触到区

块链的知识和技术，掌握开发的能力，这将对企业区块链生态的发展

和企业应用带来重大的作用。斯雪明认为，要加大区块链技术人才培

养的力度，将上海零散的区块链研究队伍形成团队。曹嘉明认为，首

先应加强区块链技术培训，培训要留痕；其次要建立区块链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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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入机制。 

三是加强区块链技术安全监管。斯雪明认为，要结合外界的安全

性，考虑区块链系统的架构，提出成体系的解决方案。隐私保护方面，

在公有链上既要对交易数据、地址身份等敏感信息技术保护，又要能

让记账节点验证交易的合法性。监管方面，要研究友好的联盟链监管

基础架构，在保护隐私前提下实现对联盟链的监管。谈文胜认为，要

加强数据共享利用，依托关键技术实现政府协同利用，支撑不同部门，

不同事项协同共享，打造全流程的地方监管 

四是加强区块链技术标准体系建设。伍鸣认为，要加强区块链标

准化研究，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中国优秀的区块链企业应

该积极努力参与到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去。韩俊认为，标准体系的顶层

设计要对接区块链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加快区块链重点关键技术标

准的研制和验证，推动成熟经验加快转化，推动标准体系快速展开。

同时鼓励协会、联盟等社会团体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单体标准，

鼓励团体标准向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转化，同时选择重点行业进行应

用示范，推动区块链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时也要加大参与国际标准化

的力度，推动我们国内最佳实践和国内标准的国际标准化转化，争取

国际标准的话语权，同时加强和发展国家国际标准化组织建立标准化

的合作机制，鼓励联合开展国际标准研制，提升我国区块链标准的国

际影响力。 

 

整   理：范  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