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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被认为是一个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技术，将重新定义世界，改变经济、社会和生活，也将

为学术出版领域带来革命性影响。在系统阐述区块链概念、基本特征和优势的基础上，结合区块链研

究现状和学术出版领域的现实需求，提出了区块链技术在学术成果版权保护与学术不端行为治理、学

术出版同行评议、出版物影响力评价、科研的可重复性、期刊价值功能改造等方面应用的可行性。最后，

对区块链技术在学术出版领域应用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进行了展望。

The blockchain is considered as a potentially disruptive technology that will redefine the world, 

transform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life, and will revolutionize academic publishing.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concept,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of blockchain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blockchain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academic publishing,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academic achievement copyright protection, academic misconduct governance, 

publishing peer review, impact evaluation of publications, the repeat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value 

function of periodicals and so on. Finally, this paper also prospected th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academic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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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起区块链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引

起了各领域的广泛关注。美国、欧盟、日本、

韩国等纷纷为区块链研究提供支持，积极布局

其应用市场。2016 年 10 中国政府也发布了《中

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1]，将在一定

程度上指引中国区域链的发展方向，加速中国

区块链技术发展浪潮的到来。国内外业机构与

专家纷纷表示，区块链将为多个行业的产业升

级打开巨大的想象空间，并预言区块链技术将

掀起新的互联网革命。全球第二大市场研究咨

询公司 MarketsandMarkets 一项新的市场调研报

告显示，区块链市场价值将由 2016 年的 2.1 亿

美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3.1 亿美元。虽然目前

在区块链市场中，银行、金融服务、保险业市

场规模最大，但在不久的将来，传媒业将成为

区块链技术主导下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

可以预见，区块链技术也将会对学术出版领域

产生革命性影响，有望通过创新解决方案，为

该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2  区块链概述

2.1  概念与基本特征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

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在互联网时

代的创新应用模式 [1]。区块链的概念由中本聪 [2]

（Satoshi Nakamoto）于 2008 年首次提出，他

将区块链技术作为构建比特币数据结构与交易

信息加密传输的基础技术，并在区块链技术

的基础上，创建了比特币。美国学者 Melanie  

Swan [3] 在其著作 Blockchain:blueprint for a new 

economy 中给出了区块链的定义，认为区块链

技术是一种公开透明的、去中心化的数据库，

它就像在已有互联网多个基础协议上运行一个

全新的应用层，使任何数字化或者物理资产都

能通过区块链系统进行价值交换。而 William 

Mougayar 在《商业区块链》中对区块链的概念

进行了进一步深化，他认为，区块链的概念具

有技术、商业、法律 3 个层面的含义，其在技

术层面是公开的分布式账簿后台数据库，在商

业层面是个体之间价值转移的交易网络，在法

律层面则是不需要中介的交易验证系统。

区块链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分布式、去

信任、不可篡改、加密安全性。其中，分布式

体现为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和分布式记录，每个

参与节点均拥有数据副本，任意节点的数据损

坏或异常都不会影响整个数据系统的运行，使

区块链系统具有较高可靠性；去信任来自所有

节点对于共识机制的认同，即系统的运作规则

和数据内容是公开透明的，信息的更新需要各

个节点的共同认证，全网共同记账，任何恶意

欺骗系统的行为都会遭到其他节点的排斥和抑

制；不可篡改是指当新数据写入区块后，新生

成的区块将会被拷贝至区块链中的全部区块，

该过程不可逆转，使数据不可撤销，流程可追

溯；加密安全性是指区块链会通过密码学算法，

将一段时间内的系统数据记录到一个数据块，

同时生成该数据块的指纹，用于链接下个数据

块和实现校验，由系统中所有参与节点共同认

定记录的真伪，从而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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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优势

（1）去中介化。区块链能够通过算法和技

术建立起信任关系，因而不需要依赖中介机构，

即实现了去中介。去中介化为构建价值互联网

奠定了重要基础 [5]，成为区块链技术与现有互

联网技术的本质区别（图 1）：互联网实现了

文 本、图片、程序、视频等信息的自由传播与

分享，其传递的是信息；而区块链解决了就是

资产与价值在互联网上交换、交易与转移的难

题，其传递的是价值 [6]。即区块链实际上是一

个资产数据库，其中资产可以是货币、契约、

专利等法律定义的、实体或电子资产。基于区

块链，各种形式资产和价值的交易、转移将更

加快速，使其能够成为价值的载体。

图1  区块链的去中介化

（2）智能合约。智能合约是一种用计算机

语言取代法律语言去记录条款的合约 [1]，其本

质上是运行在区块链上的一段代码，具有透明

可信、自动执行、强制履约的优点，一旦被部

署到区块链上，程序代码和数据便是公开透明

的，无法被篡改，且一定会按照预设逻辑执行，

并产生预期结果 [7]。智能合约支持各种复杂的

逻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合约缔结与执行

成本，提高各项业务逻辑的运行效率。目前，

智能合约被称为区块链 2.0 的典型代表，有学

者预测，其终极应用将带来一个自治的、可编

程的社会，即区块链 3.0[1,8]。

（3）新型协作机制。去中介化、智能合约

等优势，使得基于区块链构建低成本、高效率

的新型多边协机制作成为可能。不需要向第三

方让渡权力，通过智能合约实现约束，将有利

于以对等的方式联合各参与方，使各方能够更

好地开展协作 [7]。

3  区块链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创新应
用

学术出版体现了学术成果的首发权及相关

利益保护，为学术情报交流提供了载体与平台，

其传播内容为具有版权和学术价值的知识。而

区块链作为价值载体，正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必然能够成为创新知识传播模式，促进学术出

版转型的良好催化剂。本文结合区块链技术的

特性，借鉴其在各行业的应用情况，总结提出

其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应用前景，主要包括以下

5 个方面：

3.1  版权保护与学术不端行为治理

学术出版的数字化使海量学术内容能够在

更短时间内在互联网上被便利地获取，极大地

促进了学术资源的传播和最大化利用，但同时，

也为学术成果的版权保护以及科研不端行为的

治理带来了挑战。虽然，学术不端检测工具日

新月异，能够为科研成果提供发表前的检测，

但新型科研不端行为也因此变得更加隐蔽。例

如，现有大多数学术不端检测软件只能对文本

内容进行检测，而对图片、表格和公式等内容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7.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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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无法进行分析判断。2016 年 12 月，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 “ 捍卫科学道德反对科研

不端 ” 通报会上，对 61 份科研不端行为案件处

理决定进行了通报 [9]。其中，论文重复发表、

剽窃抄袭等行为仍多次出现，有一例正是重复

使用图片、组合两次实验的结果导致的造假问

题。

不同于现有数字出版，区块链技术将通过

账本功能为每一份出版内容加盖唯一的不可篡

改的数字化证明 [10-12]，被证明的内容可以是文

字、图片、公式等任何形式。可以认为，基于

区块链，构建一个通用的论文数据库将成为可

能，从而可为论文出版提供通用标准，任何上

传至区块链的出版内容都将在账本中记录其产

权归属等相关信息。在学术成果的传播和分享

过程中，基于区块链的应用平台将能够跟踪内

容的在线使用情况，一旦被使用，便可通过账

本信息，快速追朔并告知内容的原始创作者，

为知识产权纠纷提供权威的举证凭据，任何剽

窃都会被快速发现。甚至，可通过智能合约，

实现论文写作过程中相关参考文献的自动引用，

从而避免剽窃。

3.2  同行评议

现有出版前同行评议制度的弊端主要体现

在 3 个方面：一是由于审稿人数量的局限性，

存在审稿主观性、能力有限、偏离科研真实需

求等问题；二是由于同行评议的结果不对外公

布，可能导致审稿人不负责任、权利滥用、持

有偏见等现象；三是出版前同行评议通常会导

致从投稿到出版有较长时间延迟，延缓了学术

情报的传播，并可能为作者的学术进程带来极

大的阻碍 [13]。因此，出版后同行评议（post-

publication peer review）作为对传统同行评议制

度的补充，近年来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追捧，一

些学术期刊，如 Science Open、PLoS One 等，

也已经做出了有益尝试。出版后评议大多先将

初审后的稿件在线出版，然后由期刊邀请特定

评议员或满足一定条件的志愿评议员在互联网

上公开进行同行评议。而是否匿名成为当前这

种方式面临的主要争议，允许匿名极易带来不

负责任的负面评价，而强制实名则会抑制对研

究成果的质疑 [13]。

本文认为，区块链技术能够提供一个分布

式出版平台，为出版后同行评议提供支持，进

一步提高评审质量 [14,15]。在区块链平台下，有

身份认证和信用担保的匿名公开评议将更容易

得到实现。首先，区块链为用户创建的数字化

身份信息全面而准确，可包括学历、单位、职

称、学术成果等各个方面，能够方便地对某一

评议员进行身份认证，判断其是否具备出版机

构制定的评议资格，从而有利于更严格评议规

则的实施，在保证评议有效性的同时却不增加

管理成本。其次，在上述验证过程中，评议员

的真实信息并不能被公开获取，确保了其隐私

得到保护，有利于其作出中肯的评议。再次，

区块链技术支持评议员对评议结果提供可信的

身份 “ 签名 ”，该 “ 签名 ” 可以是已被验证的 “H

因子为 15 的物理学教授 ” 或 “ 德国医生 ” 等，

而非真实姓名，从而使其能够在匿名的情况下，

对评议表示严格负责 [15]。另外，匿名导致的恶

意言论也将得到有效遏制，区块链的不可篡改、

可追溯、可信任等优势使得对恶意言论人的追

责更加容易，不仅如此，不当言行的记录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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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保存在区块链账本中，使行为主体的终身

信誉受到影响。可见，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下，

同行评议的专业性、全面性、透明性、公平性

均有望得到大大提升。

目前，关于区块链技术在同行评议中的应

用，国外已有学者开展了相关预研。作为已知

的首个基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同行评议

学术期刊，Ledger 鼓励作者对他们的论文进行

数字签名，并在区块链中发布论文的时间戳 [16]。

论文可被所有读者开放获取，不向作者收取费

用。它致力于创建一个基于比特币社区的有效、

透明的同行评审机制，通过该机制搭建交流平

台，汇集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力量，共同推动

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也有学者提出

了期刊币（Journalcoin）的概念，认为可以在出

版的微观经济系统中发行，以奖励评议员等参

与科学出版的贡献者，进而提高同行评审的质

量和响应能力 [14]；而后期，其或可用于在系统

中购买读取某些研究论文的权利，又或可作为

对研究人员知识共享的激励。 这不仅为同行评

议的新机制，而且为学术出版领域更多创新应

用模式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想象与实践空间。

3.3  影响力评价 

下载量和引用量是衡量论文学术影响力的

两大重要指标。现有数字出版平台如 CNKI 等，

虽然提供了下载量和引用量的统计渠道，但单

一平台提供的下载量和引用量只反映了整体下

载的一部分，不能全面反映学术文献的影响力。

将区块链应用于出版时，已发布的文档每被下

载、引用一次，都会被公开广播并记录在公共

分类账中，并被其他公共分类账进行验证，一

旦记录便不可篡改 [10]。因此，在区块链中，下

载量和引用量能够得到全面、准确的统计，从

而克服传统下载量、引用量分散、统计不全的

问题，并取缔下载量、引用量造假行为。此外，

国内文献引用量不高，往往与漏引或引用不规

范导致无效引用等行为有关，一旦能够实现基

于区块链的自动引用，则将有效改善国内现有

引用量不高的现状。

3.4 科研可重复性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研究人员曾对 13 家

著名期刊上发表的 67 篇经济学论文结果进行重

复性检验，但即便是在数据不机密，有正确的

分析软件，并在必要时联系了作者的情况下，

也只有 49% 的案例得以复现 [17]。根据这项研究，

论文结果无法复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无法

找到得出原始结论的正确数据或程序代码；二

是研究者可能通过控制变量来操纵结果。而提

供数据以供公众监督是一件 “ 耗时 ” 的事，并

没有在实践中得到普遍应用。

目前，研究者、学术出版商等可以完全控

制他们运行的计算机、数据、数据库服务等。

而区块链技术将为系统提供 “ 加密能力 ”，保

证数字资产的不可篡改、透明、外部可证明

及分布式存储，进而确保计算机服务的完整

性和底层数据库的真实性。区块链将使研究

周期的大部分向科学的自我纠正开放，如图 2

所示，除了初始实验研究或数据采集之外，

科研周期的剩余环节，即 “ 数据处理 — 同行

评议 — 学术出版 — 影响力评价 — 基金申请 ”

的大部分研究周期均可在区块链中进行。在

该过程中，对数据的每一次操作都会被记录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7.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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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通过出版的学术文献，可获得所有的

实验数据并追踪到研究各环节的中间结果，

这将为当前科研的可重复性危机的提供技术

解决方案，保证已出版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及

可复现性，并为后期的影响力评价和基金申

请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15]。

图2  基于区块链的科研周期

此外，与学术出版作为正式科研成果发布

的首发环节相对应，基于区块链发布科研过程

的中间成果，将为科学研究带来一系列革命性

变化。例如，任何想法、设计、创新均可被预

先注册到区块链系统，以证明它们在某个时间

点的存在，而不是第一时间注册专利 [15]。而这

一过程将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

即使是错误或有偏差的研究设计、实验结果等，

其预先发布，也将为学者们提供借鉴，避免重

复失误。同时，实验数据对于特定用户的可公

开获取将大大增加研究数据的可复用性，使科

研过程变得可共享。这些都将更好地整合科研

中的数据资源，大大提高科研效率。

3.5  学术期刊价值功能

基于区块链的出版将使人们可以轻松地在

博客、维基、Twitter、亚马逊等上自行发布学

术观点、实验成果、论文等学术内容，而任何

在网络上公开内容的方式都将可以认为是出版。

届时，学术期刊（和其它出版商）可能会提供

一些其它价值功能，即提供有质量保证内容。

学术期刊的价值将更多地是提供一种价值认证，

即通过同行评议评价稿件的学术水平和价值，

通过自身影响力为学术论文的价值背书。而区

块链技术将提供这种背书的电子记账形式，现

有纸质录用证明将不复存在，而会转变为电子

录用证明，其在区块链底层可能只是账本中可

证明已被相应期刊录用的标识符，与论文永久

绑定在一起。

可以预见，如果一篇学术论文通过了期刊

的同行评议，并获得了录用资格，那么其对于

在纸质或数字期刊上发表的期望便会降低，作

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以合适的渠道（例如大

学知识库）分发论文，并且可确保论文中具有

证明已被相应期刊录用的标识符。通过在区块

链上搜索相同的标识符，该期刊输出的所有内

容会被搜集打包在一起 [18]。那么，期刊本身可

能不是必要的，从而降低甚至消除了生产成本。

4  区块链应用于学术出版领域的挑
战及对策

4.1  挑战

（1）吞吐量和存储带宽限制 [7]。区块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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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分布在跨越世界各设备的多个系统上。

尽管可以在区块链上存储 PDF、JPEG 等格式文

件，但高速传输数据块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可能导致上传和下载的过程缓慢。这是一个严

重的限制，学术内容的所有者和发布商都需要

快速上传和下载。

（2）越来越多内容资产对学术监管的挑    

战 [7]。区块链技术仍处于发展初期，由于相关

规范的缺乏，极易导致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等

方面的安全隐患，从而被犯罪活动分子所利用。

对于学术出版业而言，随着越来越多的成果内

容在区块链得到发布，如何对内容进行源头监

管，如果保护用户的信息和隐私不泄漏，并保

证监管效率等，涉及一系列策略、算法和框架

的安排，对现有监管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统一的区块链学术出版标准的制定。

标准化对于规范市场应用，打通国际交互通道，

引导开发部署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国内

外在区块链领域尚没有通用的标准 [20]，在基于

区块链的学术出版标准化方面更是空白。同时，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出版业仍然存在标准化

程度不高的问题，特别是在网络出版和数字化

出版方面，相关标准仍较为欠缺。在区块链技

术背景下，能否制定统一、可操作、兼容性强

的学术出版标准，实现不同区块链间的链接、

信任和数据交换，将会直接影响到区块链优势

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发挥。

（4）应用场景有待开发，需解决如何将区

块链与各学术出版机构后端业务相结合的问题。

区块链系统还处于不断的创新和完善阶段，目

前主要应用于金融领域，虽然其向出版领域的

渗透已成为可以预见的必然，但要真正实现区

块链技术与学术出版的跨界融合，推动学术出

版业转型升级，仍需立足于各学术出版机构的

后端业务需求，潜心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

新模式，通过应用场景开发，构建学术出版新

生态。

4.2  应对策略

（1）加快完善底层技术和协议。基于区块

链应用场景预研，做好技术需求分析，加快区

块链基础技术研发。综合运用分布式系统、密

码学、大数据等技术，完善底层技术和协议，

突破现有区块链技术的性能瓶颈，提升区块链

系统的存储和吞吐量，及其可靠性、安全性、

互操作性，以满足网络大数据量、高并发的性

能要求。

（2）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防范

风险。在放宽市场准入限制、营造有利于加快

区块链发展的环境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区块链

应用中的监管问题，提前研究制定相应法律法

规 [1]。既要防止监管缺失，也要防止过度监管。

可通过智能合约，引入法律规则和监管控制节

点，确保价值交换符合契约原则和法律规范，

避免无法预知的交易风险，并最大程度地提高

监管效率。

（3）在标准制定上争取先入为主，同时加

强国际交流合作，促进统一标准。标准的制定已

成为国内外技术竞争的重要手段，区块链标准化

在国际上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万维网联盟、国

际标准化组织、澳大利亚标准协会、机构贸易交

流国际证券协会欧洲分部，以及摩根大通、巴克

莱银行、高盛集团等银行业组织，均已开展了标

准化工作的筹备和标准研制实践 [20]。我国也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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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开展区块链的标准化研究工作，通过加强区

块链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提高国际标准制定

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在此基础上，在区块链技

术尚未广泛渗透的学术出版领域，更应提前布

局，占领先机。

（4）加强应用场景探索和设计创新，组织

开展区块链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应用示范。政府

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区块链基础平台建

设和应用场景开发，为学术出版领域的区块链

应用预研设立专项基金；组织培训交流活动，

提高学术出版业人员对区块链的认识，激发其

创新思维；鼓励有条件的学术出版机构先试先

行，形成区块链的应用示范。但区块链并非对

行业中的所有环节都适用，还应结合实际 “ 对

症下药 ”，避免陷入 “ 万精油 ” 误区。

5  结语

区块链技术使可编程的货币、资产、信任、

所有权、身份、协议等成为可能，能够提供更

节约的成本、更好的隐私、更低的风险、更透

明公正的流程以及更高效的进程。其在现实行

业中的应用虽崭露头角，但已展现出势不可挡

的变革力量。本文对区块链技术进行了概述，

立足学术出版领域，反思传统模式的不足，结

合该领域已有研究和现实需求，提出了区块链

技术将对学术出版的 5 个方面产生最重要的影

响，即学术成果版权保护与学术不端行为治理、

学术出版同行评议、出版物影响力评价、科研

的可重复性以及期刊价值功能改造，并针对未

来应用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相应对策。然而，相

比其他行业，国内外对于区块链技术在学术出

版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仍非常匮乏，希望本文能

够为该领域的拓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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