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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区块链发展的

重要节点：

2008 年，《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

统》论文发表，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也在随后

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2014 年，日本以太坊公共区块链平台被广

泛关注，并开始探索与智能合约结合，这也被业

内称为区块链从与金融结合的 1.0 时代，进入与

产业结合的 2.0 时代……

区块链 3.0时代的特征预测不一，有一种说法

是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的结合，当然，这个阶段

的标志性事件还没有出现。

曾有人说，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不过 20 多年，

早已带来颠覆式的改变。而十年过去了，区块

链领域仍没有诞生“杀手级”的应用，关于区块

链的种种，我们至今仍有很多“看不清”，有不少

“未知数”，有太多“有争议”。

但是，这丝毫没有冲淡人类从区块链中寻找

打开未来世界钥匙的好奇心。而正是因为这种好

奇心，人类不断尝试探索另一种可能，获得改变世

界的能力。

2019年 1月，网信办发布《区块链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要求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备案”。工

信部旗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发起了“可信区

块链推进计划”，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项目参加。

总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区块链越来越走向规范与合规。

“成熟的技术，往往年轻的时候长了一幅让人

讨厌的样子。”谈及区块链，不少业内人士充满一

种“对待年轻人般”的感情。

历史写满了新技术的故事。与一项项新技术

本身一起改变世界的，是这些新技术所衍生出的

生态圈、价值链，或是新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学

习能力。

尤其是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某项新

技术留下最深烙印的，也许是技术本身；也许是

一种新机制、一种新理念；也许是它衍生出来的

某种想不到的东西……或者，也许是它引发了人

类对网络世界、对人类自身的一些新思考。

探讨区块链走向何方，一直都是开放式的，

无论在它风光之时，还是低落之时；无论是在当

下，还是在未来。

开放式的新未来

已经过去的 2018年，是区块链进入大众视野的第十

年。这一年，区块链演绎出了一部十年的浓缩史——

作为区块链最初始应用也是最成熟应用的比特币，依旧

没有摆脱大幅波动的走势，一年间币值跌去约八成；区块链

技术在实体经济中落地的场景增多，但似乎仍与业内为其贴

上的“颠覆性”“革命性”等标签相去甚远；再塑对共识机制的

认识，这被不少业内人士称为是区块链的最大贡献，但对区

块链本身及其价值的认识，业内却远未形成共识；

……

十年之际，区块链步入十字路口，十分需要一场再观察。

2018 年，比特币从超过 17000 美元/枚，到跌

破 4000 美元/枚，一年间币值跌去了约八成。而

这一年间，全球约有 800 多种加密数字货币名存

实亡。

作为比特币底层技术的区块链，也经历了年

初疯狂、年中迷茫、年底寂静的 2018年。

互联网诞生以来，新技术的迭代让人眼花缭

乱，但很少有这样一项新技术在十年时间里变数、

讨论、争议不断。浮沉之中，区块链领域上演了一

幕幕复杂剧情。

一方面，区块链吸引着大量企业与资本涉足，

甚至“火”透了微信朋友圈；另一方面，区块链应用

似乎仍没有走出讲故事的层面。

据工信部信息中心《2018 年中国区块链产业

白皮书》显示，以区块链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数量已

超过 450 家，涉及众多领域，同时，互联网巨头纷

纷布局，不少地方政府也做出相关规划。但截至

目前，推出的不少区块链项目仍较为初级，很多还

处在内测阶段。

一方面，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领

域，似乎成为新财富故事的诞生地；另一方面，打

着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幌子”的非法集资案件

被屡屡曝光。

2017年 9月，央行联合七部委叫停 ICO（首次

代币发行）。但在区块链领域，IFO（首次分叉发

行）、IMO（首次矿机发行）等新概念一直层出不

穷。2018 年，以“普银币”“大唐币”等为代表的区

块链与加密数字货币领域骗局，更是让不少人感

叹这里的“水”太深。

一方面，在ICO的严监管和业内对诸多乱象反

思之下，“币”“链”分离呈现，“链”圈选择绕开发币机

制，单纯依靠区块链的独特技术优势，推动区块链与

实体经济融合；另一方面，业内也有声音认为，缺少

“币”这一重要激励机制，区块链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会

受到限制，即使技术有突破，也会绕弯路。

总之，区块链就如同一个矛盾体。一些业内

人士也感慨，对于区块链，现在是“看不懂”“已经

不知道该怎么看懂”。

看不懂的矛盾体

自进入大众视野以来，区块链就被贴上不少

炫目、高深的标签。“分布式记账”“利用哈希算法

防篡改”等定义本身就极具专业色彩；作为新的技

术群，区块链具有很多突出优点，但以“中间件”形

式进入应用场景的方式却让末端用户难感知，应

用效果既不像人工智能显性化，也不像量子计算

立竿见影。

然而，真正让区块链变成“谜一般存在”且“饱

受争议”的，是其与生俱来的发币机制，也就是自

带的金融属性，这是很多前沿技术没有经历过

的。在“币”与“链”纠缠中，究竟是为了“币”，还是

为了“链”，变得真假难辨，真正做事的无法显山露

水，不少真相也难以水落石出。

区块链故事的诸多演绎中，甚至包括对人性

的考量，在“短期利益极其丰厚，长期效果预期不

明”“写个白皮书，做个 PPT，讲讲故事就能募集几

个亿”等抉择和诱惑下，炒作、泡沫、欺诈随之而

来，全面严监管也在所难免。

总之，虽然有人认为再塑对共识机制的认识

是区块链的灵魂，但对区块链本身的认识，业内还

远未形成共识；虽然有人说区块链可以解决互联

网上的信任缺失问题，但对于区块链，还有太多不

让人信任的部分；虽然有人说区块链顺应了信息

互联网走向价值互联网的大趋势，但对于区块链

的价值是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是否大于弊端等

仍存争议……

无论如何，人们需要的是有“诚意”的区块链，

是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区块链。

从世界范围看，不少国家都在对区块链进行

一场再观察，在讨论中推进。

有关诚意的再观察

区块链区块链，，站在十字路口站在十字路口
新华社记者 何雨欣 安 娜 张辛欣

新年伊始，青岛高新区高创科技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为青岛镭创光电公司发放了金额为 200万

元的“科技订单贷”，此项贷款的发放标志着山东

省首家科技型小额贷款公司首笔贷款业务完成，

解决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

一直以来，“融资难”“融资贵”是困扰中小企

业融资的瓶颈。青岛市科技局局长吕鹏表示，为

了解决这个“瓶颈”，青岛市实施专利权质押保险

贷款模式，实现市场问题由市场解决，政策的问题

由政府解决，“零风险”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题，被中国保监会认定为保险撬动银行贷款

的最佳方案之一，并命名为“青岛模式”。

一个办法破解“融资难”
“融资贵”难题

专利发明人王忠为的核心专利技术权质押

获得 500 万元贷款后，销售收入由上一年的 2600

万元激增到去年的上亿元。据介绍，公司的阻

燃剂和印刷油墨光固化剂等专利产品实现产业

化，保证准时足额偿还 500 万元贷款本息是有完

全把握的。

解决像王忠为一样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家燃

眉之急的是青岛市专利权质押保险贷款。青岛

市科技局规划发展与监督处、科技金融处处长

崔嶙介绍，这项创新贷款是指青岛市辖区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将其合法有效且可以转让的专利

权质押，通过保险化解风险，最终获得银行贷

款，此举实现了“专利评价”代替“专利评估”，破

解了“估值难”。

为缓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难题，优化营商环境，青岛市科技局、市财政局、人

民银行青岛中心支行、青岛市保监局联合出台了

《青岛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权质押保险贷款和资

助管理办法》，推出了“四补”政策：对专利质押贷款

给予 50%的贴息资助；对 3年的保险费给予部分资

助；对参与专利评价的中介机构给予激励；对质押

专利处置发生的专利评估费用给予50%资助，最终

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利用购买专利权质押贷款保

险，化解银行风险获得银行贷款的工作目标，真正

缓解了中小企业利用专利权质押融资贵。

“通过‘四补’政策落地，企业年化成本降低

46%，低于其他渠道的融资成本，充分发挥政府的

引导作用。”崔嶙说。

一个联盟联出多方共赢
的创新天地

早在 2015 年 2 月，青岛市成立了由专利服务

机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保险经纪公

司自愿组成的开放性契约型联合服务组织——青

岛专利权质押保险贷款服务联盟，按照《青岛市专

利权质押保险贷款服务联盟章程》开展专利权质

押融资保险贷款工作，运用保险撬动银行贷款，有

效破解了制约专利权质押保险贷款的“估值难”

“风控难”“处置难”问题，实现了多方共赢，吸引了

众多服务机构加盟参与。吕鹏认为，此举让银行

实现了针对中小企业贷款问题上从传统的抵押贷

款，向信用贷款转型；保险公司实现了从传统的企

业财产保险，向中小微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保险

转型；担保公司实现了从传统的提供增信职能，向

解决银行、保险合作不兼容复合型职能转型；专利

服务机构实现了从传统的代理服务，向知识产权

运营转型；保险经纪实现了从传统保险经纪服务，

向全方位提供综合、组织、协调、培育市场等复合

型服务转型。

最新统计显示：3 年来，青岛市财政资助资

金累计投入 902 万元，撬动银行贷款 3.61 亿元，

财政资金放大 40 倍。青岛专利权质押保险贷款

服务联盟先后收到各区、市、功能区知识产权局

推荐 206 家企业贷款申请，共完成 201 笔企业专

利评价，其中，为 63 家企业完成 102 笔审贷程序，

并发放银行贷款 3.61 亿元；保险承保金额 3.79 亿

元。户均贷款 354 万元，户均质押专利 9.2 件，共

计质押专利 949 件。根据对连续 3 年获得专利权

质押保险贷款扶持的 7 家企业跟踪调查显示，7

家企业 3 年累计获得政府资助 220.18 万元，上缴

各项税金 5147 万元。财政投入、实际税收产出

比高达 1∶23.37。3 年来，7 家企业研发投入每年

递增 24.4%；累计申请专利 206 件，获得专利授权

108 件 ；其 中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40 件 ，每 年 递 增

46.85%。

青岛模式怎样打破中小企业融资“瓶颈”

数说

500家

重庆建西部科技金融路演中心

科技企业展示成果、融资路演有了更大的平台。近日，西部科技

金融路演中心在重庆基金小镇正式启动，将为广大创新创业者和科

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科技金融服务。

启动仪式上，重庆科技金融集团与深圳证券信息公司、中国科技

金融联盟、中国投资协会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

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等 10家机构现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签约各

方将加强科技金融资源和科技企业资源共享，加强区域协同发展，促

进技术与资本、企业与金融机构高效对接，推动创新创业创投高质量

发展。

据重庆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西部科技金融路演中心将

打造成为全市创新创业创投工作的主阵地、科技金融服务的主窗

口、企业融资对接的主平台。中心将力求“天天有活动、周周有路

演、月月有论坛”为广大创新创业者和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科

技金融服务。

未来 3年，西部科技金融路演中心将发挥重区位优势，服务企业

上 10000 家，助推 500 家科技企业登陆多层次资本市场、投融资额达

到 100亿元。 （记者雍黎）

276.42亿元

湖南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两大平台运营

日前，筹备了一年的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湖南省科技金融服务

中心两大服务平台正式投入运营。

做好科技双创，政府该怎么服务？湖南省的答案是：“搭平台、

聚资源、链服务、促转化”，以促进技术交易为抓手，链接供需两

侧，激活服务第三方，加强政策、技术、人才、资金、仪器、信息等科

技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科技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全流程、一

站式专业化服务。

近年来，湖南通过完善技术转移政策环境、搭建技术供需对接平

台等，基本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金深度融合的

湖南特色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截至去年 12 月 27 日，2018 年全省已

认定登记技术合同 5864 份、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 276.42 亿元，同比

增长 2.46%和 36%，连续 7年保持了较快增长。

据湖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童旭东介绍，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主

要采用“线上网络平台+大厅现场服务+线下对接活动”的模式，集

各类创新要素资源，面向技术开发团队、企业等创新创业主体提供

全方位、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化服务，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

务生态圈。湖南省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是要素大市场投融资服务

的重要载体，通过引进银行、投资、证券、保险、担保、保理等金融

机构，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和对接科创

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综合投融资服务。童旭东称，未来将按

“标准统一化、建设分布式”模式，建设科技要素大市场和科技金融

服务体系。力争将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建成为立足全省、辐射“一带

一部”的科技要素资源集聚中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和科技金融

服务示范中心。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任彬彬）

6500万个

以色列一半跨境网购订单在阿里上产生

以色列邮政公司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 2018年约一半跨

境网购订单在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上产生。

数据显示，2018 年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和亿贝公司是以色列最

受欢迎的跨境电商平台。此外，亚马逊上的订单增幅最大。

数据还显示，2018 年以色列跨境网购包裹数量达 6500 万个，比

2017年增长 7%。跨境网购包裹主要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

以色列邮政公司总裁丹·戈德斯坦表示，2018 年跨境网购商品

主要有服装和鞋、家庭用品、厨房配件、小工具、电子产品以及化妆

品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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