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9 月 15 日的“清理整治”消息确定之前，虚

拟货币的交易所关停风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圈内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整个 9 月，各个

微信圈里每天都在讨论的是以前那些 ICO 项

目怎么维权？以及“今天比特币又跌成了什么

熊样”。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区块链、ICO、比特币、

以太币……“傻傻分不清”，常被归结为同类。

现在，受 ICO 牵连，不仅数字货币价格“跳水”，

资本甚至不敢投区块链项目。不断出现的传闻

让整个行业人心惶惶，近日火币网和 OKcoin 就

相继宣布在 10 月 31 日前停止所有数字资产交易

业务。

实际上，区块链内部对不同的方向是有严

格划分的，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都跟 ICO 一

个套路”。

董宁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简单来说，区块链

可以划分为 1.0、2.0 和 3.0 三个阶段。区块链 1.0

基本上代表了比特币的前世今生，这一阶段带

给人们关于数字货币的概念及其市场影响的思

考。区块链 2.0 更关注智能合约所体现的业务价

值。智能合约通过在区块链上增加应用功能拓

展了区块链的适用范围和生存空间，像以太坊

便着眼于此。区块链 3.0 要把区块链的应用范围

拓展到政府、医疗、金融、文化等各个领域，支持

广义的资产交互和登记。

这种源自《区块链：新经济蓝图及导读》一书

的划分方式，目前得到了业界广泛的认可。

ICO终结让区块链“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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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

1.09万亿

央行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09 万亿元，

同比多增 1433 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大体符合市场预期，分

类来看，非金融企业贷款新增 4830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695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3639 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318 亿元，非银行

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 513 亿元。住户部门贷款新增 6635 亿元，其

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4470 亿元，占全部新增人民币贷款的 41%，较

上个月回落 14 个百分点，短期贷款占比 20%，较上月提升 7％。中

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近日监管机构加大了对部分城

市个人消费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信用卡透支、房抵贷等资金用

途检查，防范短期消贷资金违规流向房地产市场，确保短期消费贷

款平稳健康发展。

数据还显示，8 月社会融资规模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增量

为 1.48 万亿元，比上月多增 2594 亿元。温彬表示，从结构看，委托、

信托、未贴现承兑三项表外融资合计增加 1303 亿元，扭转了上个月

下滑走势，反映出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旺盛，在表内信贷额度有限的

情况下，通过表外融资满足需求。

13.35万亿

近日，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2017 年(上)中国电子商务

市场数据监测报告》。该报告核心数据显示，2017 上半年中国电子

商务交易额为 13.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1%。其中，B2B 市场交易

额 9.8 万亿元，网络零售市场交易额 3.1 亿元，生活服务电商交易额

0.45 亿元。

对此，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B2B 与跨境电商部主任、高级分

析师张周平表示，2017 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发展仍保持较快增

长。政策继续加持，体系已较为完备。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正

跨入“消费升级”全新时代，电商不断创造着新的消费需求，引发了

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开辟了就业增收新渠道，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提供了空间与舞台。

随着行业的积累与沉淀，B2B 迎来发展期，电商优势明显助力

传统产业上下游生态链。而 2017 年以来，国内新零售风行，电商巨

头向传统零售行业大举扩张，试图以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整合用户

数据的方式，给传统零售注入活力。

报告显示，截止到 2017 年 6 月，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直接从

业人员超过 310 万人，由电子商务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已超过

2300 万人。

直接就业人员方面，2017 年上半年环比增长 8.7%，电子商务的

稳步增长带动了直接就业人员的随之增长，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

趋势。但目前国内电商人才尤其在农村电商、跨境电商等领域缺

口较大，还需大量的从业人员补缺。

间接带动就业人员上，2017 年上半年环比增长 9.25%，大量的

电子商务平台、应用、服务、物流、支付等企业诞生，相关的网络、金

融等专业性电商服务均发展迅速。

9月 15日，坊间流传着一张“北京地区虚拟货

币交易场所清理整治工作要求”文件截图，要求各

交易所在 20 日前，制定详细的“无风险清理清退

工作方案”。

这是自 9 月 4 日，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

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下称《公告》），

将首次币发行（ICO）界定为“未经批准非法公开

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

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

动”以来，虚拟货币领域受到的再次“重创”。

随着“步步沦陷”，那些最初“仍然心存幻想”

的群体终于“死心了”，ICO 已经不可避免地“死

了”，更现实的问题是，与之相关的一切——比特

币、以太币甚至区块链技术都不得不面临人们审

视的眼光——不会又是骗钱的吧？

下一步，区块链技术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前

被寄予厚望的区块链会随着 ICO 的覆灭走向衰

落吗？区块链领域专家、北京大学新一代信息技

术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智链 CEO 董宁

的看法是，眼下的“打击”对区块链的发展不是什

么坏事，正好能让圈内的“好”和“坏”彼此切割，最

终实现区块链的良性发展。

其实，在区块链的发展史上，“链圈”“币圈”

的划分一直是十分清晰的。

“链圈”关注的是区块链技术产业应用实践，

这些年基本是“冷静”的。区块链作为一个独立

的技术板块，已经不再依赖数字货币或资产这

一类的单一场景，而是一种通过分布式共享账

“币圈”“链圈”泾渭分明

让区块链有用起来，是董宁和他的同行正在

着力推动的一件事。

在他们看来，区块链之所以被称之为一种“颠

覆性”技术，主要是因为其分布式共享账本这一本

质能够在商业网络中使更多的参与方得以更加广

泛的参与，并为商业网络或行业业务带来更低的

沟通或整合成本，以及更高的业务效率。说白了，

区块链能被更多人接受是因为它能提高效率，为

产业服务。

“技术最终是要回归产业的”，董宁说。最近，

他创办的智链选择了农业结合食品安全这一传统

产业场景进行了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实践。瞄

准的问题就是，在食品安全成为全民话题的今天，

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并提升产粮区农民收入？构建

“区块链大农场”平台或许是个途径。通过区块链

技术构建区块链大农场，在保证生产品质，保证出

产质量、实现快捷便利流通以及提高农民真实收

入这些方面做文章。

建立一套生产可追踪溯源产品的体系标准。

实现全过程可追踪，运用物联网、区块链、智能制

造等技术的组合，保证粮食是放心粮。同时，产生

的体系标准可以在其他领域复制和推广。区块链

技术可以实现从生产到销售，从线下到线上的全

程数字化追踪和记录，且数据无法篡改。

“区块链大农场”在国内首次实现区块链技术

在农业行业全流程落地，在国际上也是首例。

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和销售体系

中，让原本晦涩、虚无的区块链技术更加具体化。

实际上，这样的结合可以复制到各个领域。资本

市场、金融服务、支付和汇款、征信管理、政府治

理、分享经济、供应链、审计、股票交易、物联网、保

险医疗保健等许多领域都在试着用区块链技术实

现产业升级和服务提升。

对于区块链未来的发展，业内人士充满信心。

“不会因为ICO死了或是比特币不行了受到影响。”

董宁说，“因为区块链的发展早已到了新的阶段。”

区块链已潜入多领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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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虚拟货币““跳水跳水””
区块链将走向何方区块链将走向何方

■聚 焦

9 月 15 日—19 日，南京江宁，一场检验创新创业成

果的“奥运会”启幕。

同时，它也是生物医药行业创业精英的大聚会。

看，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新药研发代表队。他们

苦心孤诣，在新药领域往往一呆就是十几年，挨过冷眼

和嘲笑，“熬”出伟大；看，现在是“医疗器械创新”代表

队，他们披肝沥胆，就是不信高端医疗器械要被国外垄

断，跨界融合，“造”出伟大；这边是“治疗方法创新”代

表队，他们披荆斩棘，不走寻常路，给患者以方便，给生

命以机会，“试”出伟大……

这里是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行业总

决赛，50 余家初创企业和 170 余家成长企业同台竞技。

这些企业都来头不小，闯过了地方赛的重重关卡，才最

终聚首江宁。

“上个礼拜，阿里巴巴开了一个 18周岁派对。创新

创业大赛今年走到第六年，我想告诉在座的每一位——

12 年以后，中国的巨头一定出现在你们中间。”大赛开

幕式上，往届获奖企业给出这样的寄语。

生物医药领域发展势头迅
猛，创业者迎来好时代

跟着大赛走到第六年的科技部火炬中心基金受理处

处长安磊感慨，要想进入生物医药行业总决赛，门槛相当

之高。“不少公司的创始人和主要研发人员，都是海归、博

士，这也反映出我国在生物医药领域迅猛发展的势头。”

整个生物医药领域发展现状如何？

德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来茂德就在

行业总决赛的“生物医药领袖峰会”上为创业者指点迷

津。来茂德表示，放眼世界，生物医药产业地位不容小

视，在我国，医药产业占 GDP比重未来几年还会不断上

升。不过，新药研发的风险大、存活率低而且投入巨

大，要进入新药行业，确实需要有足够的勇气。

“新药研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也在同步推进。”来

茂德说，很多人一提到新药，张口就是问这个药今天能

不能用，明天能不能变现，“这不是一个科学的说法。”

他强调，没有前期的基础研究，就没有明天超越发达国

家的新药。

“在国家层面，新药研发的投入也必须加大。在药

物强国的路上，我们还任重道远。”来茂德表示。

在这样一个既闪耀着科技的光辉，又和老百姓息

息相关的领域创业，创业者如何才能让自己在大浪淘

沙之后，依然屹立不倒？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善春则给

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他认为，初创企业有激情、有技术

也有梦想，应该聚焦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如针对重要靶

点的新抗体的发现，如细胞个体化治疗等。完成初期

研究后，可与产业化能力较高的大企业联合，推动产业

化进程。他还特别提醒，创业者要选择合适的创业地

点。如果地方政府鼓励生物医药行业，就会对相关初

创公司给予大力支持，让初创企业驶入快车道，甚至创

造发展的奇迹。

趁着大赛机会，南京江宁也发布了“人才新政”：在

科技创新政策方面，鼓励企业搭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对承担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任务的企业给予

1000 万元支持；在企业引才用人方面，支持“高薪引高

人”，企业引进年薪 50 万元以上人才，按其支付年薪的

30%给予补贴；支持企业柔性引进从事成果转化、技术

攻关的海内外人才，对与国内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

作的，按其支付的横向课题经费 20%给予资助。

有技术，讲情怀，进入决赛的
企业都不简单
“没想到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参赛的初衷，只是

想借助这个平台多认识些人。”总决赛结束后，杭州妙

手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余维淼博士向科技日报记

者感慨，“参赛所得完全超过预期。”

这个 2016 年 11 月才成立的年轻公司，拿到了生物

医药行业总决赛初创组三等奖。

杭州妙手机器人做的是 3D 腹腔镜辅助手术机器

人，它的愿景是做让基层医院用得上的手术机器人。

名声在外的达芬奇机器人价格高昂，一台动辄上

千万，基层医院只能望而却步。而妙手机器人，则能实

现达芬奇机器人的部分功能，也达到达芬奇机器人的

稳定性和高分辨率。它可以取代持镜人，让腹腔镜手

术的窥镜视野完全由主刀医生自我控制，做到手眼合

一，也提高持镜的可靠、稳定性。

余维淼常年研究生物医学图像处理研究及产业

化，这款机器人其实是医学牛人和技术牛人的一次碰

撞合作。“刚开始时，我们说的术语，医生听不懂；医生

说的话，我们听不懂。”余维淼坦言，经过一段时间磨

合，大家才有顺畅合作。

浙江省人民医院手术机器人中心主任张大宏是项

目的总设计师，他已完成达芬奇机器人泌尿外科手术

超 800 例，但仍然希望，更多基层医生能用上更加便捷

好用的手术机器人。“创业得有耐心，也得有情怀。”沉

吟片刻，余维淼给出他对创业经验的总结。

确实，踏上生物医药创业这条路，很多创业者都会

提到“情怀”二字。

行业总决赛成长组二等奖获得者、南京前沿生物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出了世界首个长效抗艾滋病

药。在新药研发的路上，他们已经砥砺前行 15年。

公司总经理王昌进说，中国的抗艾滋病药物多为

老药，新药被国外企业垄断。“我们有这份情怀，就想为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崛起贡献一份力量。”

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前沿生物想尽快实现产品上

市，获得收入，还要继续融资，维持运转。新药研发，确

实要等，要“熬”。王昌进希望，自家公司能和评委席上

的贝达药业、微芯生物一样，走向上市，希望自家的新

药不仅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也打入国际市场。“我们心

里面有一把火，一直烧了这么久。烧到今天，不仅没有

熄灭，反而更旺了！”

当然，有情怀还不够。生物医药行业创业者口中

的第二组关键词，就是“政策”和“审批”。评委们常问

的问题，就是——“你们的产品，什么时候能拿到证？”

有创业者直言，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就是希望有国

赛荣誉“背书”，能够让自家试剂走绿色通道，快速通过

国家审批。“各个地区的审批标准不一样，像我们所在

的上海就比较严格。审批下不来，我就失去了市场先

机。明明是好东西，但在市场上处于劣势。”这位创业

者还希望，能有更合理的社会质量评价体系，促进医药

产业的正向发展。“不然都是比价格，不是比产品，真正

的好产品反而吃亏。”他的表情有些无奈。

本次大赛的评委之一、上海醴泽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合伙人叶崴涛已经是大赛的“老熟人”了。他直

言，生物医药行业性质特殊，监管严格。对企业来说，

一款产品一旦无法获得审批，就会面临较大风险。

“所以，一个很现实的忠告是，企业应该和监管机构充

分沟通，尽早拿到证。而且，生物医药行业的支付方是

专业的医疗服务机构，企业也要知道，怎么跟专业客户

建立共识。”

大赛，为打造社会创新创业
氛围而生

今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参赛企业达到 28147

家。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表示：“这个赛场上，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比赛已经成为检验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成果的‘奥运会’。”

是的，它被创业者称为“国赛”，是国内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双创”赛事，指导单位为科技

部、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网信办和全国工商联。

它诞生于六年前。那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

词，还未像今天这样风靡。一开始，大赛的定位就不是

一个“评审活动”，而是一个“服务平台”。每次行业总

决赛都耗时四到五天，这是因为，企业交流学习、对接

资源，才是正经事。

科技部火炬中心基金受理处处长安磊也习惯了每

年下半年跟着行业赛进程到处出差的日子。他向科技

日报记者分析，比赛之所以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在于

它的模式和机制，充分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

比赛分为地方赛和全国赛，在地方赛环节，它已然

成了地方推动创新创业工作的抓手；比赛不是一锅烩，

设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等六个行业领域。每

到总决赛，一个行业领域最优秀的几百家企业齐齐前

来，创投机构、银行、专家学者以及各种创业服务机构

也参与其中——这就是一次业内大 Party。不少合作，

就是在这几天达成意向，日后再慢慢生根发芽。安磊

记得，去年互联网行业总决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就在

比赛结束后很快成了合作伙伴。

事情是好事，做的也要让人挑不出毛病。安磊形

容，“评审”就像是比赛的“骨头”，它要硬、要直，每个环

节都必须公开、公平和公正。从比赛现场也能看到，无

论是半决赛还是决赛，评委都是在选手答辩完后当场

亮分，分数公开，“没有任何猫腻”。

比赛的“肉”，则是和比赛捆绑在一起的各项服务活

动。这些服务活动，也是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

为了把龙头骨干企业和高校院所的优秀资源引入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之中，从去年开始，大赛行业总决赛增设

一个特殊的环节——大企业创新需求对接会。活动致

力于为拥有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进行

精准对接，帮小企业技术创新，也帮大企业产业升级。

有点像“相亲”：小企业们“接单”，一家一家跟大企

业“面聊”。生物医药行业总决赛的大企业对接，就从

早上九点开到了中午十二点半。“创业企业确实很难有

这种跟行业老大深入交流的机会，我们算是找到了小

企业的痛点。”安磊说。

19日，生物医药行业总决赛落下帷幕。

歌礼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和上海岸迈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杀出重围，分别获得成长组和初创组一等奖。

“今天，在祝贺我们获奖选手的同时，也不要忘记

其他选手。大家都是实实在在地为一份梦想、为一份

情怀在努力着。”张志宏在颁奖典礼上说，“大赛孕育着

非常多的、值得大家期待的企业。希望以后从你们当

中，成长出伟大的企业。”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由科技部火炬中心、科技部创

新基金管理中心、科技日报社、陕西省现代科技创业基

金会、北京国科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会共同承

办，生物医药行业总决赛由南京市人民政府、江苏省科

技厅地方承办，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地方协办，招商

银行创新创业公益基金、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支持。

才聚金陵，共赴这场高规格医药行业盛会
——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行业总决赛侧记

本报记者 张盖伦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为6场行业总决赛承办单位负责人授旗

本技术来实现传统方法难以在一个互信网络中

监视跨机构间交易的解决方案。很多企业都在

积极探索让这一新技术发挥其应有价值的业务

场景。

董宁作为我国最早从事区块链的专家之一，

早年他在 IBM 发起的 Blockchain 社区便是区块

链 2.0 阶段的代表性产品，当年在圈内影响广

泛。但是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董宁也在不

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他认为，现在区块链

的发展中心已经到了推动技术应用，并用技术

推动金融科技产业化发展的阶段。因此，他今

年加入新成立的北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希望

借助北大的学术底蕴深入区块链相关研究。

这是一个区块链专家这些年的发展路线图。

但是在“币圈”却是另一番景象，火爆的市

场，金融资本的介入，完全不了解行业的人也随

之进场，韭菜游戏不断上演。最终引来监管部

门的强势介入。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山寨币打着和比特币甚

至是区块链挂钩的噱头，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

交易，在这些平台上，比特币被一路从每个数百

元炒作到 30000 元人民币以上，引得更多普通民

众投资者蜂拥而入。

近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防范比

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风险的提示。提示称，

近年来，比特币、莱特币以及各类代币等所谓

“虚拟货币”在一些互联网平台进行集中交易，

告诫投资者需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各类所谓“币

圈”的交易平台在我国并无合法设立的依据，对

比特币及各类“山寨币”更不该进行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