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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大数据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充斥着概念的炒作，面临着诸多困境。那么，

有什么方法能够促使大数据突破困境，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呢？这就是本书的核心思

想及价值所在。

《区块链与大数据：打造智能经济》提出了运用区块链技术解决大数据发展中所面

临问题的思想。本书分为 8 章，首先通过对大数据发展所面临困境的分析，引出了迅

速崛起的区块链技术，比较了两者的技术沿革及异同；然后通过分析数据流通中存在

的问题，揭示了区块链技术带来的改变；最后介绍了区块链技术在相关行业中的应用，

并对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展开了畅想。总之，本书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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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大数据产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 几乎所有领域都被大

数据的热潮席卷。 我们看到，随着互联网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 ， 以及云

计算、物联网技术的逐步成熟，海量数据的生产、采集、存储末日处理都不再

是问题，数据的潜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大数据时代并不是瞬间诞生的，而

是信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从长远来看 ， 大数据会给整

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需要通过多年的技术积

累和社会实践才能达到 ， 其发展过程也需要众多相关技术的同步发展和融合。

大数据价值的发挥在于多源数据的融合。 目前的数据流通已经严重制约

了社会整体大数据价值的发挥 ， 数据的开放、共享、流通和隐私保护问题成

为了大数据快速发展道路上最大的瓶颈。 所有人都意识到 ， 只有当不同的数

据源开放共享 ， 才能最终达成 “社会化大数据” 这个目标； 否则 ， 独立存在、

互不共享的数据源只是形成了一个个数据孤岛而已。但是 ， 数据开放共享所

面临的阻力可能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究其原因，现在的信息化技术一一数

据库、云计算、数据中心等都是基于为中心化服务的思想而设立的 ， 这必然

导致数据高度集中，形成数据垄断。 因此 ， 数据垄断扼杀数据创新的问题也

将长期存在，如何在数据所有权和数据共享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将是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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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生态能否健康发展的核J心问题之一。

当中心化的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方兴未艾时，作为其对立面的去中心化

的区块链技术已经横空出世，在虚拟货币领域风起云涌，这正好是中国人阴

阳平衡思想的体现。 在《区块链世界》 一书中，我们专门阐述了不同于海外

同行们所追求的“替代中心化的极端去中心化路线”的观点，坚定地认为区

块链不是云计算、大数据等中心化技术的替代，而是有益的补充和平衡。正

如古人所言，“阴在阳之内 ， 不在阳之对气中心化技术和去中心化技术是应

该互补和相辅相成的，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技术必将完美融合，从而产生巨

大的社会价值。

我们知道， 区块链技术虽然随着比特币在 2008 年就诞生了，但是区块链

。02 这个名词却是 2015 年才出现的 ， 最初大家是以大小写的 BITCOIN 分别表示

比特币和其底层的技术。从 2016 年开始 ， 区块链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

其自身鲜明的特点和优势 ， 一举成为了时下最新的热点，被称为与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并列的影响未来社会发展的三大技术方向之一，被认为是又一个革

命性的互联网技术。区块链加密共享、分布式账本的技术特性对解决数据开

放共享和流通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不仅能促进数据的流通，破解大数据发

展的困局 p 而且能通过构建价值互联网络逐步推动形成社会化的大数据互联

互通。同时 ， 区块链还能促进更平等和自由的数据流动 ， 它所产生的基于共

识的数据具有更致密的价值属性。因此，区块链很可能将成为一个提升人类

社会信息精度的工具。

从这个意义来说 ， 给区块链一个便于理解的定义并不容易。 社会上关于

区块链的描述 ： 去中心、分布式记胀、价值互联网的说法者f.I对，但好像并不

能完整地表明这是一个多么有革命性的技术。 因此，我们首先尝试给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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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符合其身份的定义。

区块链是一种由各种技术和通信协议组成的全新的互联网底层软件基础

架构。 其最早被用作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架构 ， 为比特币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去

中心化的货币发行、流通和支付结算网络。 从技术角度来看，区块链是一种

全新的、基于互联网的去中心、分布式数据库技术 ， 是一个基于点对点的价

值传输协议 ； 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 ， 区块链是在互联网上实现价值互联互通、

构建共享经济的底层支撑技术。 狭义地说，区块链是以时间为顺序相连的链

状数据块结构，是一种分布式总账技术。 广义地说，区块链是集加密算洁、

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算法等多项技术于一体的新一代互联网

基础技术，在互联网上可以支撑上层应用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安全共享 ， 被认

为是互联网 3.0 的核心技术之一。

区块链技术的革命性被拿来与互联网的上一个革命性技术一一TCP/IP 相

并列。 TCP/IP 用代码协议彻底打破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物理空间、中心控制、

时间跨度以及成本的限制 ， 而区块链技术解决了 TCP/IP 所不能解决的信息传

递的真实性问题，以及在互联网上进行价值存储和传输的问题。

区块链作为新一代互联网基础性技术 ， 将会通过与大数据的结合以及互

联网的应用逐渐传导至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 ， 带来众多领域的模式创新 ，

甚至会颠覆和重塑很多现有的商业模式、行业运行和治理体系 ， 其目前的发

展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各界的高度重视。 作为一种迭代性的

重大创新技术、 一种全新的底层协议构建模式，目前大家普遍认为这项技术

将推动互联网从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秩序互联网的升级换代，彻底解

决互联网环境下的信任问题 ， 从而推动大数据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是伴随人类社会一步步共生进化而来。 大数据的内

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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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仍然是统计分析，其背后的动力是人类对未来的精准预测；而区块链的底

层逻辑是去中心化、自制、开放军口透明，无论人们是否关注过这些深邃的底

层逻辑，构筑怎样的世界观体系，现实对技术驱动力量的需求只有一个一一

效率 ！ 科技始终要服务于社会需要这个大原则，区块链和大数据相结合，将

真正达到促进社会协同融合的目标。

2016 年 12 月底，贵州省贵阳市政府发布了《贵阳区块链发展和应用》

白皮书。 这是贵阳市利用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优势，探索区块链技术

对政务、民生、商务发展应用的宣言。 白皮书中率先提出了 “主权区块链”

和“绳网结构”概念，在全球区块链发展的理论方面取得了创新。 同时，贵

阳市政府正在大力推动首批 12 个应用场景试点的落地。 场景落地的过程是创

004 新的过程，也是快速形成产业聚集、资本汇聚以及人才集聚的过程。 在陈刚
......... 

书记、文lj文新市长的统一部署和推动下，贵阳市各届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在政府数据开放、数据的安全隐私保护、区块链技术应用三个方面的发展上

大步前行。

最后，请允许我向给予我们很大帮助的贵阳市王玉祥副市长表示衷心的

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 王玉祥副市长不仅于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一次次听

取我们的汇报，不辞辛苦地参与到本书架构的反复修改中，还亲自撰文贡献

了部分章节的内容和观点，直至出版前夜仍在提出修改意见。 在此，我谨代

表团队向王玉祥副市长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

武源文

2017 年 4 月 29 日



第 1 章大鼓据发展的困局／／001

I. I 大数据的前世今生 11003 

l.1.1 大数据的史前时代 11003 

l. l .2 小数据时代 11006 

l. l.3 大数据时代 11011 

1.2 大数据的价值 11015 

l.2. l 大数据的优点 11015 

l.2 .2 大数据的应用价值 11019 

1.3 大数据实践的困境 11023 

l.3.1 大数据实践之近忧 11024 

l.3 .2 大数据实践之远虑 II 11030 

l.3.3 无法回避的个人隐私问题 11035 

第 2 章迅速崛起的区块链技术／／039

2.1 区块链技术的由来 11041 

目录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I 

002 
.......... 

区块锺与大鼓据

才T造智能经济

2.1.1 什么是区块链 11042 

2.1.2 数字密码货币的底层技术 11043 

2.1.3 区块链家族的其他成员 11046 

2.1.4 区块链技术的业务内涵 11049 

2.2 区块链的商业价值 11052 

2.2.1 价值共享世界的 TCPIIP 11052 

2.2.2 全社会智能资产化 11055 

2.2.3 对接机器经济 11057 

2.2.4 优化社会构成 11058 

第 3 章对技术的哲学思考／／063

3.1 大数据与不确定性 11065 

3 .1.1 被牛顿刻画的世界观 11065 

3.1.2 急需打补丁的世界观 11067 

3.1.3 大数据是研究不确定性的技术 //072 

3.2 区块链与信息基因 11074 

3.2.1 进化论 11074 

3.2.2 共生进化 11075 

3.2.3 技术的进化 11076 

3.2.4 技术与人共生进化 11078 

3.2.5 作为信息基因的区块链 11079 

3.3 竞争力量的源泉 11082 

3.3.1 中心化的力量 11082 

3.3.2 去中心化的力量 1108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3.3.3 无关道德，只看效率 //086 

3.3.4 竞争力的内在实质 //088 

第 4 章 技术其生溃逝／／091

4.1 大数据的技术沿革 //093 

4. l. l 大数据关键技术 11093 

4.1.2 谷歌论文为大数据技术奠基 11094 

4.1.3 Hadoop 生态 10 年见证大数据时代 11099 

4.1.4 大数据技术发展趋势 Il l 02 

4.2 区块链的技术沿革 Ill 03 

4.2.1 区块链基础技术 11103 

4.2 .2 区块链史高层级的技术：资产互联 11106 

4.3 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之同 Ill 07 

4.3.1 分布式数据库： HDFS vs. 区块 //107 

4.3.2 分布式计算： MapReduce vs. 共识机制 11 107 

4.3 .3 分布式和集中式技术的螺旋发展 //108 

4.4 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之异 Ill 09 

4.4.1 两个技术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 Il l 09 

4.4.2 大数据和区块链的主要差异 /1111 

4.4.3 差异能否调和 11 111 

4.4.4 可相互借鉴之处 /1112 

第 5 章 E联E通，引领变革 //115 

5.1 数据流通 //1 17 

目录

003 
.......... 

! | - l | | - i l i l i - - - l i - - - l i 



i l l - - i l l i l i - - | 
区快链！；，；大戴帽

打i主智能经济

5.1.1 大数据经济来临 // 117 

5. 1.2 数据流通的发展与预期差距较大 // 118 

5.1.3 区块链能带来哪些改变 // 122 

5.1.4 打造可信任的数据资产流通环境 //126 

5.1. 5 展望 //127 

5.2 价值互联 //128 

5.2. 1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去中心化性 // 128 

5.2 .2 匿名性 // 130 

5.2.3 支付使才走性 11130 

5.2 .4 不可篡改性 //132 

5.2.5 可编程经济 // 133 

004 5.2.6 区块链重构大数据产业 //134 

第 6 章 区块链技术在相关行业申的应用／／137

6.1 金融行业的变革 //138 

6.2 智慧物联网 //142 

6.2 .1 机遇 //1 42 

6.2.2 现状与痛点 //142 

6.2.3 区块链能带来哪些改变 //143 

6.2.4 具体应用方向 // 144 

6.2.5 现有尝试 11145 

6.2.6 展望 //148 

6.3 知识产权的管理 //148 

6.3. 1 机遇 //148 



目录

6.3.2 现状与痛点 II 150 

6.3.3 区决链能带来哪些改变 11 151 

6.3.4 具体应用方向 11 153 

6.3 .5 现有尝试 II 156 

6.3 . 6 展望 II 160 

6.4 智慧医疗 Ill 61 

6.4. l 机遇 //16 1 

6.4 .2 现状与痛点 11164 

6.4.3 区块链能带来哪些改变 //166 

6.4.4 具体应用方向 //167 

6.4.5 现有尝试 11169 

6.4.6 展望 11172 005 

6.5 智慧能源 11172 

6.5.l 机遇 //172 

6.5.2 现状与痛点 11 173 

6.5.3 区块链能带来哪些改变 11174 

6.5.4 具体应用方向 11176 

6.5.5 现有尝试 11176 

6.6 供应链 Ill 78 

6.6 .1 机遇 //178

6.6.2 现状与痛点 //179 

6.6.3 区块链能带来哪些改变 11 180 

6.6.4 应用方向和尝试 1/181 

6.6.5 展望 //182 

6.7 数字资产的管理与交易 Ill 83 

| ! | | - i l i l - - 1 1 



| - l l i l - - i i l - 

区旗键与大鼓据

打造智能经济

6.7.1 数字化实物资产的管理 //183 

6.7.2 数据流通 // 185 

第 7 章雷能经济／／187

006 
........... 

7. l 助力共享经济 //188 

7.1.1 什么是共享经济 //188 

7.1.2 共享经济与区块链 //190 

7.1.3 共享经济的发展方向 // 194 

7.1.4 共享经济的多种尝试 II 195 

7.1.5 展望 //197 

7.2 插上虚拟现实的翅膀 //197 

7.2.1 又一个热点技术： 虚拟现实 //197 

7.2.2 结合了区块链和大数据的虚拟现实 //1 98 

7.2.3 可视化沉浸让思维开始跳跃 11200

7.2.4 虚拟现实高效连接数据与人 11201 

7.3 拥抱人工智能 11202 

7.3.1 大数据孕育了人工智能 11202 

7.3 .2 让人工智能的价值真正流转起来 11203 

第 8 章“区块链＋大鼓据”开启新时代 //207 

8.1 “区块链＋大数据”的发展路径 11208 

8.1.1 将区块链作为单纯的技术融入大数据采集和共享 11209 

8.1.2 将区块链作为数据源接入大数据分析平台 11210 

8.1.3 将数据作为一种资产在区块链网络中进行交易 11211 



自录

8.1.4 区块链作为万物互联的基础设施支持大数据全生命周期 //2 13 

8.1.5 智能合约和大数据促进社会共治 //2 14 

8.2 “区块链＋大数据”实现新的社会融合 112 16 

8.2.1 对旧体制的反思和对新方向的探索 //216 

8.2.2 新一轮的社会改良和变革 //219 

8.2.3 孕育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220 

8.2.4 完善政府治理能力 //223 

8.3 “区块链＋大数据”共创新天地 //225 

8.3. l 政府层面推动是前提 //225 

8.3.2 企业是主体和核心 //228 

8.3.3 热门新职业： 数据科学家 //231 

007 
.......... 

i l - - i l l - - i i i - - l i - - i i l 



第 1 章

大数据发展的困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