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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忡附序 主
口

金融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经济运行的基础，自诞生起，金融领域就伴随经济发展的阶

段和商业模式的变迁不断涌现出先进的技术手段，这些都大大提升了社会和经济的运转效率。

从延续了近千年的纸质记账，到二十世纪的电子化交易，再到影响现在及未来的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金融行业和金融科技领域始终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新技术和新变化，

并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和升华。

区块链技术是金融科技领域当下最受人关注的方向之一。 区块链作为一个新兴技术，具

备去中心化、 防篡改、可追溯等众多金融领域十分需要的特点。 它可以实现多方场景下开放、

扁平化的全新合作信任模型，而这些都为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更具体地说是金融交易，

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 在可见的未来，区块链技术将为人类商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更多

发展机遇和成长空间。

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实际应用之一一一新型数字货币，被认为具备了变革整个金融

行业的潜力，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研究讨论和实践。 英国央行己在研发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

的下一代支付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也组建了数字货币研究所，深入研究数字货币相关的技术

和监管课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公开认可区块链技术在清算和结算方面的独特优势。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始终密切关注和积极开展金融行业及区块链相关领域的学术与研究，

于 2012 年成立互联网金融实验室，专注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与孵化，

并联合国内外众多的创新型企业和研究机构，一起开展数字资产和区块链相关的课题和项目 。

当然，创新技术的发展和落地往往难以一蹄而就。 我们应该认识到，区块链技术目前仍

处于早期阶段，在支撑大规模商业应用场景上还存在不少挑战，例如如何在不影响业务运行

的前提下，将区块链系统融合到已有的业务系统；如何让区块链系统的处理性能满足金融交

易的苛刻需求；如何设计基于区块链的全新业务运营框架，并对其实现有效的监管。 这些都

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在此之际，很欣喜地看到有这样一本系统讲解区块链技术及实践的书籍出版。 与其他介

绍区块链的图书不同，本书并没有局限在阐述区块链的思想、概念和应用场景等理论知识层

面，而是进一步从实现角度剖析了区块链平台的架构、设计，并提供了大量一手的开发实践

案例，特别是全球区块链领域首屈一指的开源项目一一超级账本。 这些都将帮助读者更深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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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解和掌握区块链技术的核心原理与应用方法。

本书作者在技术体系的经验和视野、创新意识、国际化合作等方面都展现出了作为金融

科技专家的综合素养，让我们对中国金融业进入下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的人才储备充满了信

心。 我们愿意跟作者们一起，共同关注、共同努力于中国金融科技的未来。

廖理，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2017 年 8 月于清华五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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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和机器学习被誉为未来十年内最有可能提高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两大创新科技。 如

果说机器学习的兴起依赖于新型芯片技术的发展，那么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则是来自商业、

金融、信息、 安全等多个领域众多科技成果和业务创新的共同推动。

比特币网络自横空出世，以前所未有的新型理念支持了前所未有的交易模式；以太坊项

目站在前人肩膀上，引人图灵完备的智能合约机制，进一步释放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威力；众

多商业、 科技巨头，集合来自大型企业的应用需求和最先进的技术成果，打造出支持权限管理

的联盟式分布式账本平台一一超级账本……开源技术从未如今天这样，对各行各业都产生着极

为深远的影响。 本书在剖析区块链核心技术时，正是以这些开源项目（特别是超级账本 Fabric

项目）为具体实现进行讲解，力图探索其核心思想，展现其设计精华，剖析其应用特性。

我们在写作中秉承了由浅入深、 由理论到实践的思想，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理论篇

和实践篇。 前三章介绍了区块链技术的由来、核心思想及典型的应用场景。 第 4 ～ 5 章重点

介绍了区块链技术中大量出现的分布式系统技术和密码学安全技术。 第 6 ～ 8 章分别介绍

了区块链领域的三个典型开源项目：比特币 、 以太坊和超级账本。 第 9 ～ 11 章以超级账本

Fabric 项目为例，具体讲解了安装部署、配置管理，以及使用 Fabric CA 进行证书管理的实

践经验。 第 12 章重点剖析了超级账本 Fabric 项目的核心架构设计。 第 13 章介绍了区块链

应用开发的相关技巧和示例。 最后，本书还就热门的“区块链即服务”平台进行了介绍，并

讲解应用超级账本 Cello 项目构建区块链服务和管理平台的相关经验和知识。

相信读者在阅读完本书后，在深入理解区块链核心概念和原理的同时，对于区块链和分

布式账本领域最新的技术和典型设计实现也能了然于心，可以更加高效地开发基于区块链平台

的分布式应用。

在本书长达两年时间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家人、同事以及开源社区开发者和技术

爱好者的众多支持和鼓励，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希望本书能为推动区块链技术的进步和开源文化的普及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作者

2017 年 8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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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思想的诞生

新事物往往不是凭空而生，其发展过程也并非一蹦而就。

认识一个从未见过的新事物，最重要的是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知其出身，方能知其

所以然。 区块链（ blockchain）思想最早出现在大名鼎鼎的比特币（ Bitcoin）开源项目中。 比

特币项目在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借鉴了来自数字货币、密码学、 博弈论、分布式系统、控制

论等多个领域的技术成果，可谓博采众家之长于一身，作为其核心支撑结构的区块链技术更

是令人瞩目的创新成果。

本章将从数字货币的历史讲起，简要介绍区块链思想诞生的摇篮一一比特币项目的诞生

和发展过程，并初步剖析区块链技术带来的潜在商业价值。 通过阅读本章内容，读者可以了

解区块链技术产生的背景、原因，以及在诸多商业应用场景中的潜在价值。

从实体货币到数字货币1.1 

区块链最初的思想诞生于无数先哲对于用数字货币替代实体货币的探讨和设计中。

1. 货币的历史演化

众所周知，货币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发明。 其最重要的职能包括价值尺度、

流通手段、 贮藏手段等。 很难想象离开了货币，现代社会庞大而复杂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如何

保持运转。 也正是因为它如此重要，货币的设计和发行机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历史上，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预下，货币的形态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化，包括实物

货币、金属货币、代用货币 、 信用货币 、 电子货币 、 数字货币等。 近代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里，货币的形态一直是以实体的形式存在，可统称为“实体货币” 。 计算机诞生后，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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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虚拟化提供了可能性。

同时，货币自身的价值依托也不断发生演化，从最早的实物价值、发行方信用价值，

直到今天的对科学技术和信息系统（包括算法、数学、密码学、软件等）的信任价值。

＠景中国最早关于货币的确切记载“夏后以玄币”，出现在恒宽的《盐铁论 ·错的。

2. 纸币的缺陷

理论上，一般等价物都可以作为货币使用。 当今世界最常见的货币制度是纸币本位制，
因为纸质货币既方便携带、不易仿制，又相对容易辨伪。

或许有人会认为信用卡等电子方式相对于纸币等货币形式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确实，信用
卡在某些场景下会更为便捷，但它依赖背后的集中式支付体系，一旦碰到支付系统故障、断网、
缺乏支付终端等情况，信用卡就无法使用。 另外，信用卡形式往往还需要额外的终端设备支持。

目前，无论是货币形式，还是信用卡形式，都需要额外的支持机构（例如银行）来完成

生产、分发、管理等操作。 中心化的结构带来了管理和监管上的便利，但系统安全性存在很
大挑战，诸如伪造、信用卡诈骗、盗刷、转账骗局等安全事件屡见不鲜。

有学者认为，如果能实现一种新型货币，保持既有货币方便易用的特性，同时消除使
用上的缺陷，将有可能进一步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活动的运作效率。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现有的数字货币（以比特币为例）和现实生活中的纸币，见表 1-1 。

表 1-1 数字货币和纸币的对比

属性 分 析 优势方

便掷 大部分场景（特别是较大数额支付时）下数字货币将具备更好的便携性 数字货币

两者各有千秋，但数字货币整体上会略胜一筹。 纸币依靠的是各种设计（纸张、油墨、
防伪 暗纹、 夹层等）上的精巧，数字货币依靠的则是密码学上的保障。 事实上，纸币的伪 数字货币

造时有发生，但数字货币的伪造目前还无法实现

辨伪 纸币即使依托验钞机等专用设备仍会有误判情况，数字货币依靠密码学易于校验 数字货币

匿名 通常情况下，两者都能提供很好的匿名性。 但都无法防御有意的追踪 持平

对纸币来说，谁持有纸币谁就是合法拥有者，交易通过纸币自身的转移即可完成，无
交易 法复制。 对数字货币来说则复杂得多，因为任何数字物品都是可以被复制的，但数字 持平

形式也意味着转移成本会更低。 总体上看，两者适用不同的情景

资源
通常情况下，纸币的生产成本要远低于面额。 数字货币消耗资源的计算则复杂得多。

纸币以比特币为例，最坏情况下可能需要消耗接近甚至超过面值的电能

纸币的发行需要第三方机构的参与，数字货币则通过分布式算法来完成发行。 在人类
发行 历史上，通胀和通缩往往是不合理地发行货币造成的，而数字货币尚缺乏大规模验证， 持平

还有待观察

管理
纸币发行和回收往往通过统一机构，易于监管和审计；目前出现的数字货币在这方面

纸币还缺乏足够支持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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