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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受到制度惯性、路径依赖和治理霸权等多重因素的干扰ꎬ全球经济治理难以有效地适应当前

全球社会的发展现实ꎬ即目前的多中心化趋势与之前的中心化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ꎬ进而导致了全球经济

治理中的内在缺陷与系统性风险不断扩大ꎮ 数字化时代的技术进步与金融解决方案的变革为全球经济治理转

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ꎮ 作为一种具有框架性的底层技术ꎬ区块链能够利用加密链式区块结构、点对点网络、分布

式算法和数据云端存储等技术ꎬ来构建自信任生态、多元融合机制以及开放的协作系统ꎬ进而能够实现多中心化

架构与分布式网络的构建ꎬ并有效地推动全球正义经济秩序的构建ꎮ 目前来看ꎬ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区块

链技术的基础理论、产业结构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ꎮ 因此ꎬ中国应及时抓住技术发展的机遇ꎬ
加快区块链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底层技术的开发ꎬ并推动相关技术发展的开源与共享ꎬ进而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上实现新的开放性合作语言ꎬ为全球多边合作的实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ꎻ中心化与多中心ꎻ区块链ꎻ全球正义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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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ꎬ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发生了巨大变化ꎬ这一体系的转型与升级也成

为了全球社会讨论的重要议题ꎮ 从发展趋势来

看ꎬ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多极化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ꎬ发展中国家也为全

球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ꎮ 这就逐渐打破了原

有的全球力量分布格局ꎬ全球经济治理也由此开

始呈现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区域多中心化的

现实趋向ꎮ 然而ꎬ从现实结构来看ꎬ发达国家凭

借其先行优势及强大的国家实力ꎬ仍旧维持着以

自身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全球经济格

局ꎬ并借此不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与剥

削ꎮ 因此ꎬ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有效地适

应当前全球社会的发展趋势ꎬ即目前的多中心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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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之前的中心化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ꎮ
此外ꎬ从技术发展来看ꎬ数字化技术的进步

与金融解决方案的变革不仅为全球经济治理提

供了全新的视角ꎬ也为全球经济秩序演变过程中

权力的分化与融合提供了有效的管控方式ꎮ 其

中ꎬ区块链通过运用加密链式区块结构、分布式

节点和共识算法等技术ꎬ能够实现多中心化架构

与分布式网络的构建ꎮ 而这一技术应用将有助

于加快实现全球经济治理从单一的中心化到多

中心化的转变ꎬ并有助于解决当前全球社会发展

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ꎮ 为此ꎬ本文旨在分析全

球经济治理的现状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ꎬ并
对区块链技术的本质、特点、应用层级及其对全

球经济治理的效用进行了梳理ꎬ以期为推动全球

经济治理的转型与升级提供新视角ꎮ

一、当下全球经济治理转型的情境:传统的

中心化与现实的多中心化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不

断提高的背景下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得

到迅速发展ꎬ传统发达国家的实力则相对减弱ꎬ
两者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缩小ꎮ 这就使得全

球经济治理开始呈现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多

中心化的发展趋势ꎮ 然而ꎬ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行

优势及国家实力ꎬ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长期维持着

这样一种格局———以自身为中心和发展中国家

为外围的全球经济格局ꎬ并借此不断强化对发展

中国家的压制与剥削ꎮ〔１〕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

长所做出的贡献不断增加ꎬ并逐渐改变原有世界

经济力量的格局ꎮ 具体来看ꎬ这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第一ꎬ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发达

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ꎮ １９８０ 年ꎬ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 ( ＰＰＰ) 计算的

ＧＤＰ 占 世 界 比 重 为 ３６. ６６％ ꎬ 发 达 市 场 占

６３. ３４％ ꎻ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发展中国家和新

兴经济体 ＧＤＰ 规模开始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ꎬ
发达国家整体则呈现下降趋势ꎮ ２００２ 年ꎬ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ＧＤＰ 份额首次超过七国集

团(Ｇ７)ꎻ２００８ 年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ＧＤＰ
份额上升至 ５１. ２１％ ꎬ在份额上首次超过发达国

家的占比ꎻ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

经济体 ＧＤＰ 份额已达到 ５９. ７７％ ꎮ 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预测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 ＧＤＰ 份额将在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６０. ５０％ ꎬ发达

国家的份额则将下降至 ３９. ５０％ ꎮ
第二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以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ꎬ并为世界经济的发展

贡献了多数的力量ꎮ 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１７ 年ꎬ世界

经济年均增长 ３. ４９％ 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

体平均增速为 ４. ５３％ ꎬ其中亚洲新兴经济体增

长速度高达 ７. ３６％ ꎻ发达国家增速为 ２. ４２％ ꎬ其
中核心的 Ｇ７ 国家增速为 ２. ２２％ ꎮ 可见ꎬ以中国

领衔的新兴经济体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

大贡献ꎮ 与此同时ꎬ根据世界银行报告的数据显

示ꎬ在其 １８９ 个成员国中ꎬ有 １５０ 个国家为发展中

国家ꎬ其中又有 １０８ 个国家已成为“中等收入国

家”ꎬ即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阶段ꎮ 就目前来看ꎬ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 ＧＤＰ 总和仅占全球的三分之

一ꎬ其总人口数却占到全球人口数的 ７４. ３２％ꎮ〔２〕

因此ꎬ尽管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旧处于现代化的初

级阶段ꎬ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在未来能够基于现行

基础ꎬ继续向中高级现代化迈进ꎬ那么这些发展

中国家必然将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后

续增长动力ꎮ
第三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不断提高

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ꎬ并且不断加快融入全球

市场ꎮ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和全球产业布局的调

整使得跨国公司不断将生产基地移向新兴国家ꎮ
在这一转移过程中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凭借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成为“世界制造工

厂”和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ꎮ 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快速增长ꎬ在国际贸易中的

占比规模不断扩大ꎬ其经常账户余额总体呈现上

升趋势ꎬ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贸

易顺差国家和债权资源国ꎮ 实际上ꎬ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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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不仅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

地位ꎬ而且也使得这些国家在产业承接的过程中

实现了自身产业的转型ꎮ〔３〕

第四ꎬ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开始趋向于多种国

际货币相互竞争的格局ꎬ逐渐显现出了“一超多

强”的变化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报告

显示ꎬ截止到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ꎬ美元在官方外汇储

备货币中的占比从 ２０１８ 年二季度的 ６１. ９４％ 降

至 ６１. ７２％ (连续第七个季度下降)ꎬ所占份额创

下自 ２０１３ 年四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ꎮ 同时ꎬ根
据 ＳＷＩＦＴ 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ꎬ美元

在国际支付使用中的占比为 ４０. １０％ ꎬ欧元、英
镑和日元分别约为 ３４. ７４％ 、６. ６３％ 和 ３. ７３％ ꎬ
人民币则占比约为 １. ９９％ ꎮ〔４〕 可见ꎬ一种多元化

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逐步形成ꎬ而这就对国际储

备货币的各个发行国形成更为有力的约束ꎬ并对

美元的霸权地位形成了有力的挑战ꎮ 对此ꎬ澳大

利亚西悉尼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研究员托马

斯科斯蒂根认为ꎬ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储备

货币与支付货币逐渐分散化ꎬ进而形成了一个较

为多元且互相竞争的国际货币结构ꎮ〔５〕

然而ꎬ由于受到制度惯性、路径依赖和治理

霸权等多重因素的干扰ꎬ全球社会的现实发展与

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不适应性愈发明显ꎬ即目前

的多中心化趋势与之前的中心化结构之间存在

明显的冲突ꎬ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内在缺陷与系统

性风险也随之不断扩大ꎮ 这就使得全球社会因

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ꎬ全球经

济面临着诸如后续发展动能不足、国际金融乱象

频发、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等问题ꎮ 近期单边主义

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更是说明了这一问题ꎮ
具体来看ꎬ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

题:
第一ꎬ相对于全球发展贡献度而言ꎬ全球经

济治理权力分配存在合理性不足的问题ꎮ 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所做出

的贡献不断增加ꎬ但是这部分国家却未能获得与

之相匹配的治理权力ꎬ尤其是大多数的中小发展

中国家被排除在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力核心之外ꎮ
例如ꎬ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各国的

发展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

的发展ꎮ〔６〕同时ꎬ尽管发展中国家虽然凭借其实

力的提升ꎬ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有了一定

的提升ꎬ但在关键规则与核心标准的制定上仍未

能获得与发达国家相对平等的地位ꎮ 而以美国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旧掌握着全球经济治理机

制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ꎮ〔７〕 此外ꎬ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取得的相对优势是以大量的劳动

力、自然资源、环境等的投入和消耗为代价的ꎮ
那些改革尚未显现成效且国内经济脆弱性较大

的发展中国家反而面临越来越多的新生风险ꎮ〔８〕

因此ꎬ全球经济治理权力结构的失衡还导致了

“全球风险情绪”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和“风
险溢价”(Ｒｉｓｋ Ｐｒｅｍｉｕｍ)的持续上升ꎮ〔９〕

第二ꎬ原有以中心化方式构造的全球经济治

理机制难以有效适应当前全球互联之下多中心

的现实ꎮ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ꎬ
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化将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整

合起来ꎬ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不断扩大ꎬ治
理领域的边界也由此变得越来越模糊ꎮ〔１０〕 然而ꎬ
原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多的是从全球角度

出发ꎬ即以中心化的方式实现对全球经济发展的

治理ꎬ未能对全球化中兴起的多元力量进行有效

调和ꎬ并且同区域经济治理以及各国国内的经济

治理之间的联系尚且不够充分ꎮ 苏珊斯特兰

奇就曾表示ꎬ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所存在的多元

主体是基本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单元ꎬ而这些单

元在权力结构中的互动缺失则会加剧这一体系

的无序性ꎮ〔１１〕因此ꎬ在这样中心化的治理体系框

架之下ꎬ各国间难以实现治理政策的多边协商ꎬ
在短期内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共识ꎮ〔１２〕 同时ꎬ全球

经济治理的议题随全球发展而处于动态演化之

中ꎬ并且治理主体多元化与利益相关方层次深化

也导致全球经济治理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不断

增加ꎬ而中心化的治理体系缺乏足够的自由性、
灵活性与包容性ꎬ尤其缺乏对于发达国家与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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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互动关系的考量ꎬ因而难以跟上全球经济治

理问题变化的速度ꎮ〔１３〕 此外ꎬ技术变革和金融创

新导致全球生产体系和经济治理的复杂性不断

提高ꎬ越来越多具有技术力量和私人权威的非政

府行为主体参与到全球的价值链运行当中ꎬ而原

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很难对这部分行为主体

进行有效监管ꎮ
第三ꎬ全球经济的分化发展加剧了全球经济

治理的碎片化ꎬ进而降低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

性ꎮ 全球经济治理的碎片化首先体现在治理机

制的繁杂与冗余上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

若干机制复合体ꎬ导致跨国企业在多重国际、国
内规则的制约下ꎬ付出了大量的合规成本ꎮ〔１４〕 而

那些处于成长期、规模相对较小的公司为此付出

的成本更为高昂ꎮ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经济学教

授迈克尔布尔达认为ꎬ尽管社会分工和成本竞

争提高了社会生产的效率ꎬ但是这也导致了国际

贸易规则的碎片化ꎬ并造成了高昂的制度性成

本ꎮ〔１５〕同时ꎬ根据«世界投资报告 ２０１８»对于全

球投资政策趋势的判断ꎬ未来将有更多的国家加

强对外部投资的审查ꎬ全球监管和限制性投资政

策占比由此将不断增加ꎮ〔１６〕 实际上ꎬ由于经济治

理的理念和经济的状况各不相同ꎬ各国在利益分

配、成本负担和规则机制等核心治理内容上的认

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ꎮ 因此ꎬ各国往往难以在全

球经济治理上达成有效共识ꎬ进而加剧了全球经

济治理的低效率ꎮ〔１７〕此外ꎬ在当前全球经济治理

规则面临重构的背景下ꎬ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下

所达成政策的执行力和执行效果各不相同ꎬ且由

于部分规则未能充分考虑多边情况和不同区域

间的差异ꎬ反而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ꎬ甚至还

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ꎮ
第四ꎬ全球经济治理中仍存在着霸权主导的

问题ꎬ这使得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内卷化和路径依

赖的困境之中ꎮ〔１８〕 尽管原有霸权治理模式已经

由于霸权国实力的相对衰弱、治理正当性的缺失

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逐步崛起而难以为继ꎬ但是发

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ꎬ使其同发达国

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ꎮ〔１９〕 在这一过程中ꎬ由于

发展中国家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位置ꎬ一旦发达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调整ꎬ发展中国家将面临

更大的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压力和全球贸易保护

主义等危机ꎮ〔２０〕同时ꎬ由于新兴发展中国家仍需

要一个较为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ꎬ并且新兴发展

中国家目前仍难以承担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转型

与升级的制度与行为成本ꎮ 因此ꎬ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小国)一方面希望推动治理机制的改

革ꎬ另一方面却又难以承担制度变革的成本和缺

乏推动治理体系改革的能力ꎮ〔２１〕 因此ꎬ发展中国

家被迫选择维持原有的治理机制ꎬ陷入了路径依

赖的困境之中ꎮ 此外ꎬ发达国家并未及时承担相

应治理的责任ꎬ反而奉行“单边逻辑”的思路、坚
持“西方标准”的评估机制以及滥用治理权力来

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与掠夺ꎮ〔２２〕

总的来看ꎬ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ꎬ全球经济治理

进入了一个治理区域多中心和治理主体多元化

的时代ꎮ 然而ꎬ在原有“中心—边缘”全球经济

秩序的作用下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仍受

制和依附于发达国家ꎬ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

在重要领域仍拥有着绝对的优势ꎮ 而这种不平

衡性不仅限制了全球整体性发展的空间ꎬ并且还

制约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实施与升级转型ꎬ进
而使全球经济陷入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的双重

困境之中ꎮ 然而ꎬ经济架构必须与政治现实相适

应ꎬ一个稳定的经济结构必须以共同的政治谅解为

基础ꎮ〔２３〕因此ꎬ有必要通过改革来构建一个权责基

本对称和发展共同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ꎮ

二、区块链的技术特征、构建形式与应用层次

作为一种具有框架性的底层技术ꎬ区块链能

够利用加密链式区块结构、点对点网络、分布式

算法和数据云端存储等技术ꎬ来实现多中心化架

构与分布式网络的构建ꎬ其核心目的在于打造一

套开放透明、安全可靠、高效智能的 “游戏规

则”ꎮ 而这一数字化时代的技术进步及其所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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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解决方案的变革将为全球经济治理转型

提供全新的视角ꎮ
区块链技术最初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ꎬ由

化名为“中本聪” ( Ｓａｔｏｓｈｉ Ｎａｋａｍｏｔｏ) 的学者于

２００８ 年在密码学邮件组发表的奠基性论文———
«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中提出ꎮ〔２４〕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比特币网络的上线则正式标志着

区块链应用的落地ꎮ 学界对于区块链技术已经

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定义ꎬ即区块链是一种通过加

密链式区块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ꎬ利用分布式

节点和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ꎬ并嵌入自动

化脚本代码(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

种分布式计算模式ꎮ〔２５〕

区块链采取了基于时间戳的链式区块结构ꎬ
这一结构运行的方式基本如下:首先ꎬ获得“记账

权”的“矿工”采取公钥验证和私钥签名的方式

对前一区块的身份进行确认后ꎬ对其所传递的信

息进行重组或者分解ꎬ并使用本区块的私钥对重

组或者分解后的信息加密ꎬ从而将当前区块与前

一区块相互链接以形成新的区块链条ꎮ 同时ꎬ在
区块信息传递时ꎬ各个区块的“矿工”需要在信

息中嵌入一个随机散列的数字签名ꎬ并以此作为

信息接受者的检验凭证ꎮ 此外ꎬ各区块节点按照

时间顺序将数据记入各自的区块ꎬ而各区块之间

又通过时间戳进行有序链接形成区块链ꎬ并将此

在区块网络中进行广播以作为区块数据的存在

性证明(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ꎮ 如此循环ꎬ各个区

块依次相接ꎬ形成从创世区块到当前区块的一条

最长主链ꎬ完成对区块链中的所有数据的记录ꎬ并
据此对本区块链的数据进行溯源和定位(图 １)ꎮ

图 １　 区块链的链式结构散列原理〔２６〕

区块链技术具有以下四个特征:(１)多中心

化ꎮ 区块链采用了开源多中心的高容错分布式

结构ꎬ并以多中心协调管理的方式对数据进行验

证、记录、储存、传输和更新ꎮ 这一分布式结构能

够在缺少中央协调的情况下ꎬ确保分布式账本在

不同节点上备份的一致性ꎬ并让所有成员参与到

集体数据的管理之中ꎮ 因此ꎬ任一节点的损坏或

者数据丢失都不会影响系统整体的稳定ꎬ具有较

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ꎮ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阿尔

温德纳拉亚南及其研究团队认为ꎬ区块链技术

所采用的多中心或者是弱中心的结构安排能够

最大程度地实现全网连接ꎮ〔２７〕(２)时序回溯ꎮ 实

际上ꎬ链式区块结构所具有的时序性极大地增强

了数据的可回溯性和可验证性ꎮ 一方面ꎬ区块链

中每条数据都被增添了时间维度ꎬ因此可以较为

准确的回溯定位数据在区块中所处的位置ꎮ 另

一方面ꎬ时间戳不可篡改和无法伪造的特性也可

以充分保障数据记录的真实性ꎮ 正如美国东北

大学计算机工程系研究员弗朗西斯科雷斯图

恰所言ꎬ区块链能够通过采取非对称加密算法为

系统整体提供数据保护ꎬ为数据提供完整的证据

链和可信任的追溯方式ꎮ 因此ꎬ这一特性能够在

保证数据的高度透明与公开的同时ꎬ又能够有效

地保护参与者的个人隐私ꎮ〔２８〕(３)数字信任ꎮ 区

块链能够基于共识机制、非对称加密和可靠数据

库ꎬ来构建和维护一个完整的、分布式的和不可

篡改的账本ꎮ 而这种基于分群组签名的非交互

性共识机制以及与硬件体系结合的分布式共识

机制ꎬ使得各个节点无需借助第三方机构对交易

进行背书或者担保验证ꎮ 为此ꎬ德国卡尔斯鲁厄

理工学院研究员本尼迪克特诺泰森指出ꎬ区块

链的这一特性有助于实现价值转移和信用转

移ꎮ〔２９〕(４)智能编程ꎮ 区块链除了能够用于数据

的储存和传输外ꎬ还可以将可编程的运行代码嵌

入其中ꎬ并供接入网络的各个节点执行ꎮ 美国

ＩＢＭ 区块链研究院研究员康斯坦第诺斯克里

斯蒂德斯等人表示ꎬ参与者能够将价值的特定限

制、交易模式变动和更新等以程序的方式写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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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ꎬ并构建在特定条件下自动触发的智能合

约ꎬ从而自动完成交易协议或契约ꎮ〔３０〕

根据区块链的可扩展节点范围(开放的对象

及范围)ꎬ一般将区块链分为公有链 (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私有链(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和联盟

链(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三种应用形态ꎮ 首

先ꎬ公有链又被称为非许可链 (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ｅｓｓ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ꎬ是指各个节点按照系统规格自由地

接入区块链之中ꎬ并基于共识机制开展工作的一

种区块链组织架构ꎮ 公有链实行工作量证明机

制(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ＷｏｒｋꎬＰｏＷ)或权益证明机制(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ＳｔａｋｅꎬＰｏＳ)等系统维护机制ꎮ 因此ꎬ公有链被

认为是较为完全的多中心化ꎮ 比特币(Ｂｉｔｃｏｉｎ)、
以太坊(Ｅｔｈｅｒｅｕｍ)等就是典型的基于公有链架

构的应用ꎮ 但由于公有链需要全节点参与处理

全部交易ꎬ其可处理交易的数量十分有限ꎮ 这也

体现了区块链在以较为完全的扩展性进行多中

心化时ꎬ将会面临处理效率低下的问题ꎮ 其次ꎬ
私有链又被称为许可链 (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Ｂｌｏｃｋ￣
ｃｈａｉｎ)ꎬ是指应用于机构内部的数据管理和审计

的单中心网络区块链ꎮ 在私有链中ꎬ参与节点的

资格会受到严格限制ꎬ其写入权限的可控性相对

更高ꎮ 因此ꎬ私有链能够获得更快的交易速度、
更低的交易成本、更好的隐私保护和更高的安全

性ꎮ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浙江大学在联合推出私

有链的评估框架 ＢｌｏｃｋＢｅｎｃｈ 时就曾提出ꎬ私有

链能够搭建更为有效的数据处理程序ꎬ并具有更

好的“拜占庭容错”能力ꎮ〔３１〕最后ꎬ联盟链则是指

由若干机构组成并由这些联盟机构共同维护的

区块链ꎮ 由于联盟链按照联盟的共同规则来明

确参与机构的读写权限和参与记账权限ꎬ因而又

被称为共同体区块链(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ｓ)ꎮ
联盟链中的数据只允许系统内不同的机构进行

读写和发送交易ꎬ因而又被视为部分的多中心

化ꎮ 但由于参与共识的节点比较少ꎬ联盟链一般

采用委托权益证明 (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ｄ 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Ｓｔａｋｅꎬ
ＤＰｏＳ)、拜占庭容错算法(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Ｆａｕｌ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ꎬＰＢＦＴ)或分布式一致性算法(ＲＡＦＴ)等

共识机制ꎮ〔３２〕 目前ꎬ区块链联盟 Ｒ３ＣＥＶ 和 Ｌｉｎｕｘ
基金会所支持开发的超级账本(Ｈｙｐｅｒｌｅｄｇｅｒ)就

属于典型的联盟链架构ꎮ
在以上三种应用形态的基础上ꎬ为了提升主

链的可扩展性和扩展区块链技术的创新空间ꎬ侧
链技术(Ｓｉｄｅ Ｃｈａｉｎｓ)应运而生ꎮ 从本质上来说ꎬ
侧链是一种实现数字资产跨区块链转移的解决

方案ꎮ 实际上ꎬ众多区块链之间的信息隔离或阻

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信息传递中出现多次支付

或者价值丢失的问题ꎮ 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数

据在不同区块链之间流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失
帧”ꎬ或者各个区块链之间的信息无法进行有效

沟通而导致数据链价值被封存ꎮ 侧链则在遵守

“价值守恒定律”的前提下ꎬ通过锚定主区块链

上的某一个节点形成新的区块链ꎬ并借用双向锚

定等机制来实现数字资产在多个区块链间的转

移ꎬ从而解决数字资产在各自区块链沉淀所导致

的“价值孤岛”的问题ꎮ〔３３〕与此同时ꎬ侧链还可以

通过建立分支链来提高对区块链之间信息传递

的隐私保护ꎬ并为数字资产的转移提供了更为安

全的协议升级方式ꎮ 对此ꎬＢｌｏｃｋｓｔｒｅａｍ 公司的创

始者亚当拜克、马特科拉罗等人指出ꎬ侧链

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实现不同数字资产在多个

区块链之间转移ꎬ来避免流动性短缺以及滥发数

字货币导致的市场波动ꎮ〔３４〕 这样来看ꎬ侧链能够

以更为融合的方式实现加密货币金融生态构建ꎬ
使区块链技术能够应用于诸如小微支付、安全处

理机制、财产注册等资产类型的交易中ꎮ〔３５〕

对于区块链技术范式的应用层次ꎬ美国区块

链科学研究所创始人梅兰妮斯万将其分为三

个层次ꎬ即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加密货币的区

块链技术 １. ０ꎬ以以太坊为代表的数字加密货币

与智能合约相结合的区块链技术 ２. ０ꎬ超越货

币、金融和市场的应用的区块链技术 ３. ０ꎮ〔３６〕 第

一ꎬ区块链 １. ０ 是指数字加密货币及其支付系

统ꎬ其主要功能在于实现数字货币发行和支付手

段的多中心化ꎬ即在交易、结算和支付等过程中

应用数字加密货币ꎮ〔３７〕 目前来看ꎬ纽交所、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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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高盛和纳斯达克等大型金融机构已将区块链

１. ０ 的成果应用到了跨境转账、汇款和数字化支

付等领域之中ꎮ 第二ꎬ区块链 ２. ０ 是指智能合

约ꎮ 这一层级应用的核心理念在于将区块链作

为可编程的分布式信用基础设施ꎬ从而利用程序

与算法来执行相关事务ꎬ即以算法和程序为信用

背书的智能合约来处理各种事务ꎮ〔３８〕 目前ꎬ区块

链 ２. ０ 的典型代表是应用于公众的公有链以太

坊(Ｅｔｈｅｒｅｕｍ)和应用于企业的联盟链“超级账

本”(Ｈｙｐｅｒｌｅｄｇｅｒ)ꎮ 其中基于以太坊的智能合约

已被应用于电子资产、消费模式等多个领域ꎮ〔３９〕

第三ꎬ区块链 ３. ０ 则是指区块链技术超越了货

币、金融和市场等经济领域ꎬ进入了政府、医疗、
科学、教育和艺术等非经济领域ꎬ并以其优势重

塑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ꎮ «经济学人»刊物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封面文章«信任机器»中就提到ꎬ
以区块链为基础的账本平台具有改变人们和企

业之间协作方式的潜力ꎬ并且未来区块链将会在

金融、供应链、贸易等场景中出现更多的实验性

应用ꎮ〔４０〕 这意味着区块链技术能够被应用于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ꎬ并由此成为一种全球化的通

用技术ꎬ嵌入到社会基础设施之中ꎮ 正如俄罗斯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研究员埃凡诺夫德米特

里和罗申帕维尔所言ꎬ区块链实际上是一种普

适性技术ꎬ在其 ３. ０ 层次的应用中则表现为由诸

多横向累积元素构成的数字智能社会ꎮ〔４１〕

目前来看ꎬ区块链的应用主要还处于 １. ０ 向

２. ０ 的过渡阶段ꎬ尚且未能形成系统化和规模化

的应用ꎮ 但是比特币等数字加密货币仅是区块

链 １. ０ 技术承载的体现ꎬ其自身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和隐藏风险ꎮ 为此ꎬ我们也需要把区块链技术

同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加密货币加以区分ꎮ
此外ꎬ部分市场主体已经在量子级别管理、大数

据预测任务自动化、分布式反审查组织模式和数

字艺术认证服务等金融与非金融领域进行了初

步的区块链应用试验ꎮ 例如ꎬ法国保险巨头安盛

保险(ＡＸＡ)基于以太坊的公有链开发了“Ｆｉｚｚｙ”
的新区块链保险产品ꎬ以期为航空旅客提供自动

航班延迟赔偿ꎻ新型数字艺术与媒体平台“Ｍｏｎｅ￣
ｇｒａｐｈ”则提供数字艺术作品认证、传输和交易等

服务ꎻ公证通(Ｆａｃｔｏｍ)则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公

共记录和业务文档等数据的保护和验证ꎮ〔４２〕 因

此ꎬ尽管区块链的 ２. ０、３. ０ 还处于技术构想阶

段ꎬ但随着技术基础和应用形式的完善ꎬ区块链

将必然向高层次应用跃升ꎬ并实现在更广泛领域

内的应用ꎮ

三、区块链对全球经济治理转型的意义:
多重革命与技术共振

　 　 作为一种具有框架性的底层技术ꎬ区块链

技术的应用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的革命作用主要

表现为克服集体行动难题的社会革命、打破传统

中介定价的价值革命与实现最大程度社会参与

的治理革命ꎮ 因此ꎬ区块链将为全球经济治理的

转型与升级提供技术性的支撑ꎮ 具体来看ꎬ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ꎬ区块链能够为自信任

生态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技术条件ꎬ推动以集体利

益为导向的多元机制融合ꎬ加快全球经济治理从

中心化向多中心化转变ꎮ 实际上ꎬ市场中的信息

不对称主要发生在交易之前的逆向选择(ａｄｖｅｒ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和交易之后的道德危害(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两个方面ꎮ 而区块链通过数字加密技术和分布

式共识算法ꎬ能够构建一个多中心化的数字信任

系统ꎮ 这一特质能够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

在无需信任单个节点的情况下ꎬ利用多中心化的

模式实现网络各节点的自证明ꎬ并通过“基于编

程的信任”(Ｃｏｄｅｄ Ｔｒｕｓｔ)来产生数字信任ꎮ〔４３〕 英

国金融创新实验室高级研究员布雷特斯科特

认为ꎬ在数字信任的生态下ꎬ全球经济治理机构

能够以较低的制度成本ꎬ将更多行为主体纳入治

理体系之中ꎮ 而在这一新型信任机制之下ꎬ各行

为主体不需要了解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ꎬ就可以

进行可信任的价值交换ꎮ〔４４〕 这就意味着区块链

依靠数字法则创建的信任和共识ꎬ使个体无需借

助第三方金融中介即可实现价值转移ꎮ 这有助

于破除制度惯性和既得利益方对于多方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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桎梏ꎬ为双边信任和多边合作的形成创造良好的

条件ꎮ
这也就意味着ꎬ区块链能够通过高信任度的

节点来验证经济活动的信息ꎬ并基于全局一致性

原则来实现资产的转移ꎬ进而能够减少“柠檬市

场”(Ｌｅ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的出现ꎬ并有效地提升合作的

稳定性和持久性ꎮ〔４５〕美国全球化学者莎拉曼斯

基认为ꎬ区块链能够极大地提高社会资本的重要

性ꎬ因此通过协作而形成的“可共享的价值”将

取代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交换价值ꎮ〔４６〕 英国

拉夫堡大学智能自动化创新制造中心研究员拉

德梅尔蒙法雷德则表示ꎬ区块链有助于减少全

球经济治理在协作上的分歧ꎬ使其更多地从公共

产品的需求出发ꎬ进而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从垄断

型、资源优势型向开放型和服务导向型转变ꎮ〔４７〕

此外ꎬ区块链的分布式数据储存结构能够实现数

据信息的分流ꎬ并且也能够避免中心化结构中某

一环节损坏或缺失而导致的整体结构中断的问

题ꎬ从而减少原有中心化结构系统的交易成本ꎮ
对此ꎬ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研究员理查德亚当

斯指出ꎬ区块链能够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同时ꎬ还
保证信息系统运营的高效率与低成本ꎬ进而推动

经济信息的网络化和全球化ꎬ实现信息互联网向

价值互联网的转变ꎮ
第二ꎬ区块链有助于厘清和维护全球经济治

理中各行为主体间的关系ꎬ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各

国国内经济治理间的互动实践提供制度性的保

障ꎮ 实际上ꎬ由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难以规避集

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ꎬ并且碎片化的关系

更是加剧了不同行为体间的沟通成本ꎮ 因此ꎬ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打破这一合作困境的桎梏ꎮ
而区块链技术的介入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构建

一种互助治理的逻辑ꎮ〔４８〕 首先ꎬ区块链能以分布

式的数据系统形式存储所有数据信息ꎬ并以其技

术的开源和数据的共享来保证系统整体的可溯

源性和可追责性ꎬ进而有助于实现信息对称性的

提高和信任成本的降低ꎮ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大学副教授威廉尼古拉斯基斯认为ꎬ区块链

将有助于处理全球价值链发展所带来的大量的

数据信息ꎬ并可以从“提供、检验和执行”三方面

来保证这些数据信息的对称性ꎮ〔４９〕 这就意味着ꎬ
区块链能够为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政

策协调提供更为便利的技术支持ꎮ 而这就将在

某种程度上加强各个相对独立的监管体系和规

则内部间的互动ꎬ进而为高度融合的综合性全球

经济治理体制的形成奠定良好的沟通基础ꎮ〔５０〕

与此同时ꎬ区块链还可以用于记录各类结构

化或非结构化数据信息ꎬ并通过建立大数据算法

程序和分布式计算方式来处理、量化和评价这些

数据ꎬ进而能够最大化地利用一切已有的数据信

息ꎮ 而这一特性就有助于更有效地监督各行为

主体ꎬ并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选择性激励”机

制提供更加合理的指标说明ꎬ从而减少监管碎片

化导致的合规难题ꎬ弥合彼此之间的监管冲突和

漏洞ꎮ 此外ꎬ尽管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在线信誉评

价系统和自主选择机制逐渐成为交易双方形成

信任的重要渠道ꎬ但是这一系统与机制仍存在着

被操控和篡改的风险ꎮ〔５１〕 而区块链不仅能够大

大降低数据信息的不对称性ꎬ其独特的共识机制

更是有助于加强验证交易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ꎮ 斯万认为ꎬ区块链能够更加客观地记录各行

为主体执行具体规则的程度及偏差情况ꎬ并充分

发挥数据在治理中的效用以及为共识构建提供

新的模型ꎮ〔５２〕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马克科

凯尔伯格更是认为ꎬ区块链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

数据的中立性与公开性ꎬ而这将显著地提高交易

的合法性与可信度ꎮ〔５３〕

第三ꎬ区块链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技术设计与

经济激励ꎬ创造一种更为自由开放的系统协作机

制ꎬ从而可以更好地契合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下

对于更大规模多边协作的需求ꎮ 首先ꎬ区块链能

够以自身的透明性和不可篡改性来有效地提高

国际贸易文件和协定流转的便利性ꎬ并通过非对

称加密的方式实现价值交换中的摩擦最小化ꎬ降
低各参与主体达成共识的成本ꎮ 美国哈佛大学

商学院教授马可依恩斯蒂等人认为ꎬ区块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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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点对点传输、数据记录不可修改以及透

明的匿名性等特性能够降低各行为主体间的连

接成本ꎬ并在连接各方间搭建一种开放式的关

系ꎬ进而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合作语言来释放新的

经济价值ꎮ〔５４〕其次ꎬ区块链能够通过提高数据信

息的流转性和可信任度ꎬ使跨国企业能直接通过

区块链进行共享数据、货物交易与资金融通ꎬ并
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完全连接起来ꎬ形成基于产

业的协作组或者协作块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区块链

能够通过构建新的信任机制来打破金融中介对

于信息的垄断ꎬ从而在降低各行为主体的交易风

险和成本的同时ꎬ打破任何国家、地域或机构对

数据信息的限制ꎮ 这一技术特性不仅能够提高

金融资本的使用效率ꎬ而且也能够显著提升产品

的质量和附加值ꎬ进而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多方位

衍生ꎮ〔５５〕

区块链通过算法、程序设计可实现数据的自

动化处理ꎬ并构建支付和结算体系的底层协议ꎬ
进而从信用体系建设、交易流程简化、提高交易

安全性等方面对支付体系加以优化ꎬ并提升操作

环节的风险控制水平ꎮ 目前ꎬ我国部分商业银行

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跨境转账ꎮ
例如ꎬ招商银行联手永隆银行、永隆深圳分行ꎬ成
功地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跨境人民币汇

款ꎮ〔５６〕此外ꎬ通过与物联网的资产标记和识别技

术相结合ꎬ区块链还可以运用到线下产品的生

产、交易、运输全过程的记录中ꎬ并以数字验证的

形式保障产品质量ꎬ推动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

流合一电子化ꎬ实现供应链的灵活管理和产品溯

源等功能ꎮ 例如ꎬＩＢＭ 已经将区块链技术嵌入其

大型云基础架构之中ꎬ并在供应链中将此应用于

跟踪高价值的货物ꎮ〔５７〕

值得注意的是ꎬ未来区块链技术还将与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ꎮ 从当前技术发展水

平来看ꎬ区块链对于人工智能的意义则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方面:第一ꎬ区块链能够通过实现多中

心的连接来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的效能ꎮ 尽管

人工智能能够为生产力提供新的劳动力增量ꎬ但

是人工智能无法实现发展要素的均等化ꎮ 这是

由于大量智能体应用所产生的数据仍被中介平

台所垄断ꎮ 这一数据中心化的发展模式就导致

了生产力未能被充分开发和利用ꎮ〔５８〕 区块链的

介入则能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搭建一个基于分布

式系统的信息共享平台ꎬ并结合数字信用实现基

于这一平台的数据集群与演化ꎮ 而这一系统集

群和平台优化不仅能够推动数据的共享ꎬ而且还

能够实现数据的集中化管理ꎮ
第二ꎬ区块链能够通过构建数字信任来润滑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关系ꎮ 智能社会最典型的

特征就是智能体作为新的行为体将大量出现ꎬ而
智能体的出现将催生海量数据的形成ꎬ并据此形

成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ꎮ〔５９〕 而区块链技术能够

承接智能社会对于数据隐私安全保护方面的需

求ꎮ 一方面ꎬ区块链的介入能够为数据提供高水

平的隐私保护ꎬ即通过非对称加密、公私钥等设

计ꎬ实现数据加密保存和数据的授权使用ꎮ〔６０〕 另

一方面ꎬ区块链所采取的点对点的数据记录方式

和分布式的存储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防止数据

的伪造ꎬ进而通过提升数据的透明度和准确性来

保证人工智能的安全性与可靠性ꎮ〔６１〕

第三ꎬ在实现数据共享和保证数据安全的基

础上ꎬ区块链将推动数据“以个人为中心”的汇

聚意愿以及个体对数据使用的话语权ꎬ并通过一

系列的归纳、溯因和演绎交互推动社会信用关系

网络的形成ꎬ激活更多围绕个人的应用场景ꎬ进
而在自信任化的网络中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

更多价值创造的机会ꎮ 显然ꎬ这两种技术的结合

能够有效处理这些行为体之间所产生的大量数

据ꎬ并且还能够基于数字信用来更好地实现这些

社会关系智能化ꎬ进而提高智能社会整体的运行

效率ꎮ
可见ꎬ区块链同人工智能的结合不仅有助于

提升人工智能的应用空间ꎬ也提供了更好的技术

监督和问责的手段ꎮ 从长期来看ꎬ未来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需要以人工智能为核心ꎬ而生产关系的

调整则需要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ꎮ 这是由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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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最大的作用在于解放劳动力ꎬ即通过计算

机的模拟代替部分劳力的工作ꎬ所以人工智能实

现的是生产力的革命ꎮ〔６２〕 区块链则体现的是让

价值重新发挥作用ꎬ并且把人进行重新组织的一

种功能ꎬ所以它更多的是一次生产关系的革命ꎮ
实际上ꎬ全球治理的目标在于实现发展均衡与全

球正义ꎬ这种均衡与正义的实现应该基于资源平

等与能力平等的基础之上ꎮ〔６３〕 区块链与人工智

能的结合一方面能够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创造更

多实现能力平等的机会ꎬ另一方面则通过优化生

产关系来实现更为公平的资源分配ꎮ 因此ꎬ在区

块链与人工智能的共振之下ꎬ我们能够实现一种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进的社会秩序ꎬ进而推动全

球治理良性目标的实现ꎮ

四、区块链应用下的全球正义经济秩序:
开放互联、公平分配与价值共享

　 　 正如上文所述ꎬ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

显著特征ꎬ即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保

持快速增长ꎬ而且这些国家还将进一步为全球化

的发展提供多数的支撑ꎮ 然而ꎬ全球经济治理的

体系却未能及时对这一新的发展形势做出相应

的调整ꎬ原有的制度、规则和程序面临无效或者

低效的问题ꎮ〔６４〕实际上ꎬ“中心—边缘”秩序形成

的根本原因便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体系所

导致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与交换体系ꎮ 处

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全球经济治理

的制度规则ꎬ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以及阻碍新

兴经济力量的崛起ꎮ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托马

斯博格表示ꎬ现存的全球秩序更多地代表了发

达国家的利益ꎮ〔６５〕在这一秩序的主导下ꎬ就导致

了“支配—依附”全球格局的形成ꎮ 而这不仅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间的发展出现巨大失衡ꎬ并
且也加剧了国际间的竞争与冲突ꎮ

从全球化发展的需求来看ꎬ一方面要求构建

更具活力与普惠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ꎬ另一方

面则要求充分调动创新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

的流动ꎮ〔６６〕显然ꎬ“中心—边缘”的秩序也无法满

足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格局的需求ꎮ 同时ꎬ
由于全球经济治理与各国内部治理存在普遍性

与特殊性、同质性与异质性、弱政治性与政治性

的矛盾ꎬ各国对于国际关系的再平衡与权力交替

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ꎮ 因此ꎬ目前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仍保持着一种利益型的关系结构ꎬ
“中心”与“边缘”之间依赖与排斥的逻辑在短期

内仍不会减弱ꎮ〔６７〕为此ꎬ基于共同的利益来构建

一种具有合作性与包容性的全球正义经济秩序

是打破现行全球经济治理困境的重要出路ꎮ
此外ꎬ当万物互联的社会状态被实现后ꎬ所

有社会信息将形成全方位的互动关系ꎬ人力、物
力、财力等资源的开发及利用效率将得到极大提

升ꎮ〔６８〕在这一社会状态之下ꎬ全要素生产率和社

会资源使用率就有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ꎮ
与此同时ꎬ这种社会状态也能够有效地提高各国

在权利、责任与利益上的关联性ꎬ进而助推国家

关系治理模式向协商治理结构转型ꎬ促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的产生ꎮ〔６９〕 但是这种整体性和全

局性的参与并非要完全颠覆原有的中心化经济

治理格局ꎬ而是要推动这一格局向开放型、差异

型和服务导向型的多中心经济治理格局转

变ꎮ〔７０〕 这一格局的转变不仅能够有效保障国家

间的平等权利ꎬ同时也能够实现一种较为合理的

公正秩序ꎮ〔７１〕因此ꎬ实现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多中

心转变也是构建全球正义经济秩序的关键所在ꎮ
在新的技术条件和各国共同努力之下ꎬ全球

经济治理以及全球秩序仍有实现转型的可能ꎮ
其中ꎬ区块链技术能够通过构建一种社会价值的

连接系统来推动这一转变的实现ꎬ进而为全球经

济治理的转型提供全新的视角ꎮ 基于区块链技

术ꎬ我们能够通过创建一套价值协调机制和面向

公众的生态系统ꎬ来推动全球范围内信息流的传

输与共享ꎬ进而加强全球范围的社会合作ꎬ实现

整体资源的高效利用ꎮ〔７２〕 这就将进一步加快创

新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ꎬ并在低交易成

本激励下促进贸易、商品和信息流的扩张ꎬ减少

各国参与全球贸易和区域价值链分工的限制ꎬ进
—０３—

　 ２０１９. ９学术探索



而实现规模经济与数字经济驱动的新型全球化

机制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区块链的特征决定了这一技

术所构建的网络是基于多方参与、相互监督和共

同维护的基础上的ꎮ 正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研究员普里马韦拉菲莉比所说:“区块链作

为一种制度性的技术ꎬ要实现的是一种全球合作

性的语言ꎮ” 〔７３〕区块链对社会关系内在维度改变

的重要表现就在于将单点联系转变为普遍交往

的多点联系ꎮ 这也就意味着ꎬ区块链还能够改善

经济运行机制和市场自律环境ꎬ并实现更为公

平、高效的社会利益分配ꎬ进而使全球经济发展

及相关资源的分配更加充分、均衡ꎮ 此外ꎬ区块

链的发展与应用是以多中心或者弱中心的方式

打破单一的中心化ꎮ 因此ꎬ多边主体的同质性基

础与异质性需求能够更好地嵌入其中ꎮ 而这种

多元化的参与和公平化的分配将助推全球经济

治理形成更为平等和包容的普遍规则ꎬ进而为各

类社会主体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有益的环境ꎬ并
拓展各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空间ꎮ

尽管目前真正落地并产生一定社会效益的

区块链项目不多ꎬ并且区块链自身也仍处在技术

的初步发展阶段ꎬ但我们仍要看到区块链能够通

过运用加密链式区块结构、分布式节点和共识算

法等技术ꎬ来实现多中心化架构与分布式交易的

构建ꎮ 这一技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应用则能

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参与主体多元化ꎬ厘清和维护

全球经济治理中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ꎬ并创造一

种新型自由开放系统的协作机制ꎮ 因此ꎬ区块链

的应用能够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协同化和

促进国际贸易、全球产业链的重构ꎮ 在此基础之

上ꎬ区块链将有助于构建一种更加公平和更具包

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ꎬ并推动全球经济秩序

的结构性改革ꎮ
当下ꎬ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和平台经济等数

字经济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为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与应用奠定了相应的技术与市场基础ꎮ 然而ꎬ区
块链相关资源禀赋的获得需要建立在高度健全

的数字化生态基础之上ꎬ并要以完善的资本和技

术密集型产业为支撑ꎮ 因此ꎬ区块链对于相应的

基础设施及其配套宏观政策具有更高的要求ꎮ
从硬件环境上看ꎬ区块链技术需要配置和升级相

应的设施设备ꎬ搭建和扩展各种应用场景ꎬ从而

确保使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ꎮ 从软件环境上看ꎬ
还需实现技术、实践和监管等多方面的协调ꎬ完
成制度建设、政策支持和推广宣传等工作ꎬ从而

保证区块链使用的协调性和广泛性ꎮ 然而ꎬ国家

间的能力代差很可能导致部分发达国家继续占

据区块链技术的高地ꎬ发展中国家则丧失比较优

势ꎬ进而形成更加难以破除的霸权格局ꎮ
这是由于区块链技术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系

统集成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ꎬ因此先期优势在区

块链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将更为明显ꎮ 发达国家

本身拥有世界级的金融产业和信息产业ꎬ因而发

达国家在区块链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创新和应用

上具有绝对的优势ꎮ 这在区块链 １. ０ 层级应用

中已有所体现ꎬ即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货币活

跃度明显要优于其他地区ꎮ〔７４〕 对于已建立起一

定工业体系的新兴大国来说ꎬ由于其产业结构相

对完整、数字化信息基础较为良好ꎬ因而能够较

为及时地把握区块链技术发展趋势ꎬ并逐步参与

到相关产业的构建中去ꎮ 然而ꎬ对于依赖资源出

口和廉价劳动力的中小发展中国家而言ꎬ由于其

自身产业构成比例失衡ꎬ并缺乏支撑发展数字经

济的实体产业ꎬ因而这部分国家极有可能在区块

链技术发展的资金面、技术面和制度面面临“参
与赤字”的问题ꎮ〔７５〕 如果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

于发展初期阶段的中小发展中国家)不能够及

时、有效地把握全球区块链技术的发展ꎬ则极有

可能丧失获得参与区块链技术发展与应用的能

力和权力ꎬ继而将继续受到“中心—外围”国际

格局的桎梏ꎮ〔７６〕

作为国际共同体中理性而负责任的成员ꎬ中
国不仅应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参与者、合
作者ꎬ更应成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

造者ꎮ〔７７〕正如习近平所言:“推动建设一个开放、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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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ꎬ既要做大

蛋糕ꎬ更要分好蛋糕ꎮ” 〔７８〕 在全球经济治理及其

改革上ꎬ中国也始终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ꎬ推
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ꎬ进而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促进共同发展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更加

有利的条件ꎮ 此外ꎬ与西方反对技术分享与机制共

建不同ꎬ中国更强调共享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共同进

步ꎬ在技术开发与合作方面也是以共享为主ꎬ并力

求伸张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ꎮ〔７９〕

为此ꎬ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转型以及

全球合作的过程中ꎬ需要开拓一种符合全球多数

国家共同利益的多边合作路线ꎬ并尽可能在经济

秩序可控的情况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ꎬ避
免因经济层面的冲突而导致政治层面上的对抗ꎮ
而区块链的技术特征决定了这一技术应用所推

动形成的新型社会格局就是一种新型的中间合

作路线ꎮ 这一新型格局能够为全球经济治理构

建资源、信息交互的国际平台和信任机制ꎬ从而

有力地推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共享共治ꎬ有效

地协调各方的价值、利益和需求ꎮ〔８０〕 与此同时ꎬ
这一格局也具备将多数国家利益纳入合作框架

的能力ꎬ进而有助于减少因国家竞争导致的国际

竞争的加剧ꎮ 因此ꎬ区块链技术有助于为我国推

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创造更富弹性的空间与缓

冲的余地ꎬ满足我国加强同其他国家合作以及加

快实现全球经济治理转型与升级的需要ꎮ
目前来看ꎬ我国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产

业体系ꎬ并已经构建了区块链的初期发展战略ꎬ
区块链技术的正向价值也随之逐步显现ꎮ 但是

我国仍缺乏具体区块链发展的底层战略ꎬ产业发

展的政策体系和行业监管也有待完善ꎮ 具体来

看ꎬ我国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

的问题:(１)区块链技术缺乏与现有金融基础设

施的接口ꎬ无法同非区块链世界的数据进行有效

通信和交互ꎬ并且与相关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

不够充分ꎬ未能通过协同计算对外输出强大的计

算能力ꎮ 因此ꎬ区块链技术的全网计算力尚未形

成系统性价值ꎬ仍停留在内部的竞争式计算以维

持自身的运营的阶段ꎬ“信息孤岛”所导致的“价
值孤岛”现象仍较为严重ꎮ〔８１〕 (２)区块链技术本

身仍处于发展初期ꎬ突破应用场景和实现产品落

地仍旧存在一定难度ꎬ并且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

字加密货币前期消耗了过多的社会资源ꎬ其他区

块链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未得到有效重视ꎬ从而

阻碍了区块链技术在应用层面的落地和完整生

态系统的形成ꎮ (３)区块链技术尚未在大规模

交易环境下进行试验ꎬ其抗压能力和可监管性仍

存疑ꎬ并且区块链技术的核心基础仍多数由欧美

发达国家所构建ꎬ我国尚未在基础技术层面形成

系统性的理论和应用ꎮ
为此ꎬ中国应抓住技术发展的机遇及把握经

济趋势的规律ꎬ做好充分的理念先导和技术支持

的准备ꎬ在深入了解区块链技术的主要特性和外

部约束条件的基础上ꎬ建立起符合国家治理能力

现代化要求的框架和产业布局ꎮ 我们要加强区

块链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ꎬ加大对区块链技术基

础设施的投入ꎬ解决好其发展的资本和技术门槛

的问题ꎬ并为产业区块链项目服务实体经济提供

有力保障ꎬ从而为这一技术的构建提供充分的技

术能力和产业实力ꎮ 同时ꎬ我们也必须加强对区

块链产业的监管ꎬ加快区块链关键技术标准的制

定和完善区块链的行业标准ꎬ防范区块链存在潜

在风险和技术创新所导致的金融乱象ꎬ避免投机

人员利用区块链的概念进行金融诈骗等活动ꎬ进
而促进区块链产业规范健康发展ꎬ维护好国家金

融的稳定与安全ꎮ 此外ꎬ由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并

不具备发展区块链技术的条件ꎬ缺乏构建自主技

术网络的能力ꎬ并且传统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西

方发达国家不愿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ꎬ这可能导

致这些国家在区块链技术发展中的参与积极性

不高ꎮ 因此ꎬ中国还需要推动数字化标准的统一

和合作机制的整合ꎬ积极推动区块链底层技术的

开源与共享ꎬ并在区块链技术发展上形成新的开

放性语言ꎬ为发展中国家在区块链及相关技术领

域争取发展的时间和空间ꎬ也为中国保持在数字

—２３—

　 ２０１９. ９学术探索



资产领域领先优势及获取参与性的主导权贡献

力量ꎮ

五、结　 语

当前ꎬ全球化的加速推动以大国格局为基础

的国际体系向以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依存、互
动为基础的全球体系转变ꎮ〔８２〕 全球经济治理的

中心也由此从主权国家体系转换成一个新的拥

有共同的脆弱性以及共同责任性的全球社

会ꎮ〔８３〕在这一转变过程中ꎬ全球经济治理主要面

临来自制度性与结构性两个方面失衡的挑战ꎮ
制度性失衡是指由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及其执

行后所形成经济秩序是一种少数人特意计划追

求后的结果ꎬ因此这一制度必然带有某种明确意

图的倾向ꎮ 在人为的干预和操控下ꎬ这些制度设

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衡的状态ꎮ 当前全球经

济治理中所存在的霸权主导便是制度性失衡的

典型代表ꎮ 结构性失衡则是指在制度性失衡的

基础上ꎬ由于经济结构不能就市场的变化及时进

行调整ꎬ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结构的失衡ꎮ
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存在的制度惯性与路径

依赖则是这一失衡的体现ꎮ 而解决这两大失衡

的关键就在于实现市场信息的充分流动、共识决

策的多方参与以及有限度的精准调控ꎮ 作为一

种具有框架性的底层技术ꎬ区块链技术能够为解

决这两大失衡提供技术性的支持ꎮ 一方面ꎬ区块

链能够实现多中心化架构与分布式交易的构建ꎬ
最大化地实现已有数据信息的流动与共享ꎬ进而

扩展合作的边界和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ꎮ 另一

方面ꎬ区块链能够为自信任生态的构建创造良好

的技术条件ꎬ并创造一种新型自由开放的系统协

作机制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区块链能够与人工智能

形成技术共振ꎬ即区块链能够在实现数据共享和

保证数据安全的基础上ꎬ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

更多价值创造的机会ꎮ 因此ꎬ区块链技术的嵌入

有助于构建多中心的公共信息平台与无边界的

价值流通方式ꎬ并通过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合作语

言来释放新的经济价值ꎮ 而这将有助于解决全

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与结构性的失衡问题ꎬ进
而为全球经济治理的转型和升级提供新的视角

与实现路径ꎮ

注释:
〔１〕“中心—外围”是依附论用于分析全球政治、经济的基

本架构ꎮ 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认为ꎬ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ꎬ或者说中心和外围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不平等的发展

地位ꎬ而国际分工的不对称则深化了这种“中心—外围”的关系ꎬ
参见 Ｒａú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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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了“中心—外围”结构性世界体系的形

成ꎬ即“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通过垄断和控制技术、自然资源、
金融、全球媒体和大规模杀伤性手段形成对全球的寡头统治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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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ｓ”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２０１７
ＡＣ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ａｔａ”ꎬＣｈｉｃａｇｏꎬ
Ｍａｙ １４ － １９ꎬ２０１７ꎬｐｐ. １０８７ － １０８８ꎮ

〔３２〕以“超级账本” (Ｈｙｐｅｒｌｅｄｇｅｒ)为例ꎬＨｙｐｅｒｌｅｄｇｅｒ 根据邀

请建立授权分布式的分类账本ꎬ并通过虚拟和数字的形式进行

价值交换ꎮ Ｈｙｐｅｒｌｅｄｇｅｒ 中的多数参与者根据先前商定的一组不

变的因素来达成共识ꎬ并通过平衡授权节点和未授权节点来运

行ꎮ 参见 Ｈａｒｉｓｈ ＳｕｋｈｗａｎｉꎬＪｏｓｅ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ꎬＸｉａｏｌｉｎ Ｃｈａｎｇꎬ“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ＰＢＦ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Ｂｌｏｃｋ￣
ｃｈａ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Ｈｙｐｅｒｌｅｄｇｅｒ Ｆａｂｒｉｃ)”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２０１７ ＩＥＥＥ ３６ｔｈ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ｙｓ￣
ｔｅｍｓ(ＳＲＤＳ)”ꎬ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Ｓｅｐｔｍｂｅｒ ２６ － ２９ꎬ２０１７ꎬｐｐ. ２５３ － ２５４ꎮ

〔３３〕“价值守恒定律”主要是指侧链实现的是数据在不同

账本间的同步更新ꎬ从而保证避免出现双重支付或者价值丢失

的问题ꎮ 双向锚定(Ｔｗｏ － Ｗａｙ Ｐｅｇ)则是侧链的技术基础ꎬ其工

作原理是先暂时将数字资产在主链中锁定ꎬ同时以等价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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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在侧链中释放ꎮ 当等价的数字资产在侧链中被锁定时ꎬ主

链的数字资产就可以被释放ꎮ 参见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ｄｉｓꎬＭｉ￣
ｃｈａｅｌ Ｄｅｖｅｔｓｉｋｉｏｔｉｓꎬ“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ꎬ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ꎬＶｏｌ. ４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２２９３ － ２２９４ꎻ
Ｊｏｈｎｎｙ Ｄｉｌｌｅｙｅｔꎬ “ Ｓｔｒｏｎｇ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ｌｅ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 Ｒｉｓｋｓ”ꎬ ＣｏＲＲ ａｂｓ 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６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２０１７０９２２１９４１５７ / ｈｔｔｐｓ: /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ｐａｐｅｒ. ｐｄｆꎮ

〔３４ 〕 Ａｄａｍ ＢａｃｋꎬＭａｔｔ Ｃｏｒａｌｌｏꎬ Ｌｕｋｅ ＤａｓｈｊｒꎬＭａｒｋ Ｆｒｉｅｄｅｎ￣
ｂａｃｈꎬ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Ｍａｘｗｅｌｌꎬ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Ａｎｄｒｅｗ Ｐｏｅｌｓｔｒａꎬ Ｊｏｒｇｅ
Ｔｉｍóｎꎬａｎｄ Ｐｉｅｔｅｒ Ｗｕｉｌｌｅꎬ “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ｅｇｇｅｄ Ｓｉｄｅｃｈａｉｎｓ”ꎬ Ｂｌｏｃｋｓｔｒｅａｍ 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２ꎬ２０１４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ｌｏｃｋｓｔｒｅａｍ. ｃｏｍ / ｓｉｄｅｃｈａｉｎｓ. ｐｄｆ.

〔３５〕目前ꎬ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侧链有基于数字加密货币的

ＢＴＣ Ｒｅｌａｙ、Ｂｌｏｃｋｓｔｒｅａｍ 开发的 Ｌｉｑｕｉｄ 开源侧链项目ꎬ基于非数

字加密货币的 Ｌｉｓｋ 以及国内的 Ａｓｃｈ 等项目ꎮ 参见 Ｊａｍｉｅ Ｒｅｄ￣
ｍａｎꎬ“ＢＴＣ Ｒｅ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ｔｈｅｒｅｕｍ ａｎｄ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Ｓｉｄｅｃｈａｉｎ”ꎬ Ｌｉｖｅ￣
ＢＩＴ ꎬＭａｙ ３ꎬ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ｉｖｅｂｉｔｃｏｉｎ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ｂｔｃ － ｒｅｌａｙ －
ｔｈｅ － ｆｉｒｓｔ － ｅｔｈｅｒｅｕｍ － ａｎｄ － ｂｉｔｃｏｉｎ － ｓｉｄｅｃｈａｉｎ / ꎻＳａｍｂｕｒａｊ Ｄａｓꎬ
“Ｂｌｏｃｋ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Ｌｉｑｕｉｄ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ｄｅｃｈａｉｎ ｆｏｒ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ꎬ ＣＣＮ 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４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ｃｎ. ｃｏｍ /
ｂｌｏｃｋｓｔｒｅａｍ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 ｌｉｑｕｉｄ － ｔｈｅ － ｆｉｒｓｔ － ｓｉｄｅｃｈａｉｎ － ｆｏｒ － ｂｉｔ￣
ｃｏｉｎ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 ꎮ

〔３６〕 〔３７〕Ｍｅｌａｎｉｅ Ｓｗａｎꎬ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
ｃｏｎｏｍｙ 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Ｒｅｉｌｌｙ Ｍｅｄｉａꎬ２０１５ꎬｐｐ. １０ － １２ꎬ５ － ８.

〔３８〕智能合约最早由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克萨博提出ꎬ
这一技术的工作机理是当数据和信息传入后ꎬ合约资源集合中

的资源状态将被更新ꎬ进而触发智能合约进行状态机(Ｆｉｎｉｔｅ －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ꎬＦＳＭ)判断ꎮ 如果状态机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动作

的触发条件被满足ꎬ状态机则会根据预设信息选择事前的合约

动作ꎬ并自动执行该合约ꎬ即数字化承诺在满足触发条件下将被

自动执行ꎮ 当然ꎬ智能合约本身仅是一个事务处理系统ꎬ并不会

对合约本身的内容进行修改ꎮ 参见 Ｎｉｃｋ Ｓｚａｂｏꎬ“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ｎｄａｙ ꎬ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９ꎬ１９９７ꎬｐｐ. ２ － ７ꎮ

〔３９〕Ｒｉｉｋｋａ Ｋｏｕｌｕꎬ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ｍａｒ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ꎬ Ｓｃｒｉｐｔ ＴＥＤ ꎬ
Ｖｏｌ. １３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６７ －６９.

〔４０〕“Ｔｈｅ Ｔｒｕｓ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ｃｏｕ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ｏｒｋ”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１ꎬ
２０１５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１６７７１９８ －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 ｂｅｈｉｎｄ － ｂｉｔｃｏｉｎ － ｃｏｕｌｄ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 ｈｏｗ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ｗｏｒｋｓ － ｔｒｕｓｔ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４１〕Ｅｆａｎｏｖ ＤｍｉｔｒｙꎬＲｏｓｃｈｉｎ Ｐａｖｅｌꎬ“Ｔｈｅ Ａｌｌ －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ꎬＶｏｌ. １２３ꎬ
Ｎｏ. １９ꎬ２０１８ꎬｐ. １１８.

〔４２〕 Ｈａｒｒｙ ＫａｌｏｄｎｅｒꎬＭｉｌｅｓ Ｃａｒｌｓｔｅｎꎬ Ｐａｕｌ Ｅｌｌｅｎｂｏｇｅｎꎬ Ｊｏｓｅｐｈ

ＢｏｎｎｅａｕꎬＡｒｖｉｎｄ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ꎬ“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ａｍｅｃｏｉｎ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Ｎａｍｅｓｐａ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ＷＥＩＳ ꎬ２０１５ꎬｐｐ. １ －
２ꎻＲａｃｈｅｌ Ｄｗｙｅｒꎬ“Ｄｏ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ｎｔ ｔｏ ｂｅ Ｆｒｅｅ? Ｈｏｗ ｂｌｏｃｋ￣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ｏｄｓ”ꎬ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ꎬ２０１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ｅｄｕ / ３３８３８２４９ / Ｄｏｅ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ａｎｔ＿ｔｏ＿ｂｅ＿ｆｒｅｅ＿Ｈｏｗ＿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ｓ＿ａ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ｅ￣
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ｇｏｏｄｓ.

〔４３〕“基于编程的信任” (Ｃｏｄｅｄ Ｔｒｕｓｔ) 为“可编程经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的衍生概念ꎬ具体是指为了自主支持和

管理商品服务的生成、生产与消费ꎬ以及支持多种价值(货币和

非货币)在不同场景下的匿名、加密交换ꎬ将实体纳入全方位的

编程结构ꎬ进而产生的具有“可编辑和可控性”的信任机制ꎮ 参

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ａｓｅｙꎬ Ｐａｕｌ Ｖｉｇｎａꎬ “ Ｉｎ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Ｗｅ Ｔｒｕｓｔ”ꎬ ＭＩ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ꎬＡｐｒｉｌ ９ꎬ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 / ｓ / ６１０７８１ / ｉｎ －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 ｗｅ － ｔｒｕｓｔ / ꎻＤａｖｉｄ ＦｕｒｌｏｎｇｅｒꎬＲａｙ
Ｖａｌｄｅｓꎬ“Ｈｙｐｅ Ｃｙｃｌｅ ｆｏｒ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Ｇａｒｔｎｅｒ ꎬ Ｊｕｌｙ ２７ꎬ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ａｒｔｎｅｒ.
ｃｏｍ / ｄｏｃ / ３３９２７１７ / ｈｙｐｅ － ｃｙｃｌｅ －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ꎮ

〔４４〕 Ｂｒｅｔｔ Ｓｃｏｔｔꎬ “ Ｈｏｗ Ｃａｎ 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ｙ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１３ － １６.

〔４５〕“柠檬市场”(Ｌｅ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是指自由市场在信息不对

称的条件下ꎬ卖方将比买方拥有更多的信息ꎬ导致低质量产品将

会驱逐高质量产品ꎬ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ｋｅｒｌｏｆꎬ“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Ｌｅｍ￣
ｏｎｓ’: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Ｑｕ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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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范如国:«“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

与»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８１〕Ｄａｖｉｄ Ｌｅｅ Ｋｕｏ Ｃｈｕｅｎꎬ“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Ｂｉｔｃｏｉｎꎬ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ꎬａｎｄ Ｂｉｇ Ｄａｔ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ꎬＶｏｌ. １８ꎬＮｏ. ２ꎬ２０１５ꎬｐｐ. ９６ － ９７.

〔８２〕孙伊然:«从国际体系到世界体系的全球经济治理特

征»ꎬ«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８３〕〔加〕约翰柯顿:«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的百年演

变»ꎬ«国际观察»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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