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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deeply loved by people. However, 
drawbacks have emerged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rgently needs to be 
protected.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blockchain traceability system empower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echanisms, 
interpreting the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ed trust mechanism established in a weak trust environment to ensure user business data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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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块链溯源系统赋能非遗机制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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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受人们喜爱。但是传承发展过程中弊病展露，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保护。本
文基于区块链溯源系统赋能非遗机制，解读其在弱信任环境下建立的分布式信任机制为保障用户业务数据、推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可持续性发展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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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调研的问题
“区块链 + 非遗”的典型案例的成功经验以及它们是

如何形成可运作的机制，如何作用于非遗，非遗上传、交易

及保护机制如何解决传统非遗面临的品牌建设不足、非遗保

护技术不足、缺少人文关怀不想传承等问题。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区块链技术是什么？

为什么互联网时代下要探索区块链这一全新信息

技术？

怎样解决区块链技术所面临的问题？

价值评估或（好的那方面）影响是什么？

1.2 调研的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乃是当今发展热潮。通过

区块链、物联网、元宇宙等新兴科技手段赋能传统非遗，使

得传统非遗活态性发展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十分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化改良，延长其生命力。

1.3 调研的目的
针对非遗传承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过度商业化以及产

品设计、生产同质化；缺少人文关怀不想传承；地方特色和

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等问题，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透明化的

特点保障非遗传承人等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推动非遗的可

持续性发展，赋能非遗保护机制。

主要是针对非遗传承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分为

以下几个方面：

非遗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主要体现在：

非遗传承人青黄不接

非遗产业化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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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产品传播手段单一

非遗发展环境较为稀缺，主要体现在：

国家政策响应贯彻问题

部分企业或个人知识产权等法律意识较差

人民非遗保护意识淡薄

对现有非遗利用不合理

1.4 调研的意义
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推动非遗保护发展传承，探究非遗传承发展过程中内

生动力不足，外部环境混杂等问题，寻找数字化时代下区块

链技术与非遗碰撞产生的新颖需求以顺应时代；

推动打造区块链非遗平台、APP、网站作为非遗保护

的重要手段之一，推动“非遗”注册商标、申请地理标志产品，

加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做大做强“非遗”产品品牌，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防止侵权行为以及非遗的过度商业化，推动品牌建设

和市场拓展，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

同时利用非遗产品的品牌效应带动乡村振兴，缩小城

乡差距，推动新质生产力新技术与产业的外延发展，从而更

好地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研究现状

我国国家政策与法律大力支持与保护区块链技术的发

展，向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发展变化。

2.1 区块链技术概述

2.1.1 区块链的概念
区块链（blockchain）是一种全新的信息技术，其本质

上“是一种块链式存储、不可篡改、安全可信的去中心化分

布式账本 [1] 。”它结合了分布式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

密码学等技术 [2] ，通过不断增长的数据块链记录交易和信

息，确保数据的安全和透明性 [3]。

2.1.2 区块链的特点以及与非遗结合的特点
区块链的特点包括去中心化、不可篡改、透明、安全

和可编程性 [3]。

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由多元共治，拥有不同节点，

即多方主体共同治理集合而成。其追溯数据产生的集合可无

限应用于所需对象，不具有中心聚焦的效果，而是多方主体、

多中心化的效果。

不可篡改：应用区块链技术后，每个主体都将具有分

布式账本中的一本，各个主体手中的分布式账本都将记录储

存的数据，这些数据共同构成分布式账本，从而产生不可篡

改的效力。

公开透明：区块链技术下的数据具有可溯源、可追溯

的特性。过往记录的任意数据都可被调取并查看，公开透明。

2.1.3 区块链的分类
区块链按照不同的领域特点，一般分为公有链和许

可链。

公有链 / 公链（public blockchain）：所有节点开放。

许可链：只有被许可的节点才能开放，包含私有链、

联盟链、企业链等所有非公有链。

根据区块链的性质与开放程度的不同分为公有链、私

有链和联盟链。对所有人开放的是公有链，针对单独个人和

实体的是私有链 / 私链（private blockchain），介于两者之

间的是联盟链（consortium blockchain）。

2.2 区块链安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即对非遗安全机

制的考量
为了实现区块链安全，需要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如密

码学、哈希算法、共识机制等，以保证交易的真实性和可信

度，同时也需要加强用户教育和安全意识，提高用户的安全

防范意识，避免用户被骗取私钥等重要信息。

加密技术：采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加密，区块链利用

哈希算法，“区块链中的每个区块都包含了前一区块的哈希

值，这使得区块链中的交易记录不可篡改，保证交易的完整

性和可靠性。

共识机制：应用区块链技术的主体共同作用于非遗或

其他领域的数据存储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区块链应用

方面的共识，共同作用于所需对象。不同节点共同存储和查

看数据，达成公开性的共识。

智能合约：智能合约是一种自动执行的计算机程序，

是一种自动执行的合约，它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智能化的

效力适用于数字化时代，是其独特性之一。

2.3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区块链技术利用其自身特点进行数据存储与信息记录，

其价值与特性使其在数字化时代下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

应用于金融、医疗、非遗等诸多领域。未来将会迎来“区块

链 +”时代的到来。

3 研究过程

3.1 定义研究问题
明确研究区块链赋能下的非遗保护问题，基于区块链

技术对非遗保护机制的探索，以赋能传统非遗，促进传统非

遗的转型升级为出发点的同时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实施与

运作，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根据区块链技术这一全新的信息技术为出发点，以传

统非遗为根基进行拓展与延伸，思考其技术要点，技术应用，

技术影响几个方面。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区块链技术是什么？其特点，作用，分类及主要概述。

为什么互联网时代下信息技术层出不穷，还要探索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全新信息技术？

怎样解决区块链技术所面临的瓶颈问题？

发现问题后怎样进行解决与实践？

两者结合的价值评估或（好的那方面）影响是什么？

缺点及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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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收集文献和资料

3.2.1 区块链在非遗领域的应用现状
①区块链保护知识产权的实例“慧证通”

“慧证通”是江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华中区块链创

新中心联合打造的一款知识产权保护应用，可在移动端、电

脑端使用。

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食品类非遗溯源平台关键技术研

究——创造性地运用到了区块链中的联盟链

在现有超级账本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适应于食品溯

源场景的基于联盟链 Fabric 平台的食品溯源体系框架：通

过开发区块链作为底层平台链接现有成熟的养殖系统、农场

系统、物流系统和销售系统的中间件 , 实现对现有系统的合

理应用 , 减少了系统的开发难度和工作量；创新性的将信用

值这一评估引入到联盟链系统中；设计了一种基于国密算法

SM2 的可验证随机算法；设计实现了基于超级账本 Fabric

的食品溯源验证系统。本案例将关注点切入非遗食品类。

③云南少数民族非遗数字资源系统模型及其建设——

创造性地运用到了区块链中的公有链和私有链

当云南省各个地区的非遗数字资源保存主体加入云南省

少数民族非遗数字资源系统时，云南非遗数字资源建设借助

区块链技术，实现了不同主体之间的非遗资源交流与共享。

3.2.2 区块链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经验
①“区块链 + 茶园”--“吓煞人香”茶园生态系统

在江苏省农科院和吴中区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吴侬

碧螺春茶叶专业合作在茶园中布置了数字化监测设备。其

中，可通过虫情测报设备、频振式太阳能杀虫灯，实现智能

计算、分析田间虫情变化趋势；实时记录茶叶生长环境信息、

智能采集监测，保证茶叶品质。利用数字化检测设备以区块

链技术为依托构建了区块链 + 茶园的生态系统，使得茶园

生态型、科技型发展，符合当今数字化发展趋势。

②“区块链 + 煤质检测”-- 国家能源集团数智科技公

司“区块链 + 煤质检测”智慧实验室

“区块链 + 煤质检测”智慧实验室是利用区块链技术

建立的账户可信、设备可信、过程可信和数据可信的煤质检

测智慧实验室，该实验室避免了传统煤质检测中人工操作的

不稳定性，实现了煤炭采制化全过程自动化、智能化管理。

4 调研概况

以查阅区块链相关文献为前提，不仅了解其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现状，而且了解区块链技术的食品

类非遗溯源平台设计，得出区块链技术综合性应用到非物质

文化遗产各领域的突破性发展，以及区块链技术有望在未来

几年受到大力支持，并得到可行性应用。

通过调查研究，注册一系列传统非遗 APP、小程序、

网站等平台的账号。了解到其内容种类丰富，可进行线上买

卖交易，其中手工类非遗产品相对价钱高昂，由于手作人的

制作技艺高超，但传承人数相对稀缺，大多传承技术失传甚

至泯没，面临发展困境的残酷现实。

目前区块链等全新信息技术在发展中缺乏实践案例。

且传统非遗文化建设鲜少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其中，一是存在

技术壁垒，二是实践基础较差。本文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

理想化的非遗整体架构，综合调研得出结果并建立了相应模

型。图1为区块链系统架构设计图，分为 5 层，分别为应用层、

功能层、接口层、服务层和存储层。每一层具体描述如下： 

应用层：为用户登录、注册，数据查询等基本功能需求，

用户可将相关非遗资源上传至平台进行一系列操作，并将用

户登录平台所产生的实时数据（版权交易、登记等）作为基

础性数据存储。

功能层：主要是系统所需功能的业务逻辑实现。 区块

链技术下的数据具有可溯源、可追溯的特性。过往记录的任

意数据都可被调取并查看，公开透明。信息化时代下，繁杂

的数据让人眼花缭乱，而区块链公开透明的特性使得主体的

权利能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接口层实现：系统利用“时间戳 + 哈希值”为作者生

成不可篡改的版权证明。并通过区块链技术利用区块链统一

接口进行数据筛选转化存储等一系列程序，如将用户上传至

传统非遗平台的视频、图片等进行分类认证不同类型的数据

进行标准化、格式化转换，进行数据汇集与确权处理。

服务层：主要包括与存储、添加、 撤销、查询、修改

等相关的智能合约。共同参与其中，每个主体都可称之为一

个“中心”，多主体共同组成平台运作的群体，每部分都不

可或缺。

存储层：分成区块链网络和数据库，主要负责用户信息、

基本业务信息的存储管理。应用区块链技术后，每个主体都

将具有分布式账本中的一本，各个主体手中的分布式账本都

将记录储存的数据，这些数据共同构成分布式账本，从而产

生不可篡改的效力，所有数据的节点共同治理。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区块链溯源系统赋能非遗机制（见图

2），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接口处需求平台与资源交

互”、“三大交互平台系统”、“AI 智能分析与数据修复”。

接口处需求平台与前文中接口实现相匹配，契合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据资源的确权性，借多种区块链智能算法，进

行功能处理，以实现非遗数据资源交互，如：非遗平台的主

体多种多样，既包括传承非遗匠心的非遗传承者，又包括热

爱非遗作品文化的人民大众，其中不乏传递非遗精神的中介。

资源交互平台、数据检索平台、区块链系统相辅相成。

资源交互平台计划将从各主体，资源网络媒体集中数

据数字资源进行二次加工，将图片、网络文章等运用技术加

工为栩栩如生的二维、三维版面设计图，不仅有利于版权、

商标权的确权处理，更有利于精细化展示、陈列所需物资的

细节，以备了解感知非遗文化内涵，更有助于其传播交流，

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非遗文化建设的伟大路径中来。

数据检索平台：前文提到，时间戳是具体作品、文化

产品的独特标定。由此得出可通过明确的出的数据代码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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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戳挂钩，形成其独特的“名字”，这就等同于人类的名字，

可通过大数据精准查询找到自己需要的门类中的作品。由于

其特有性，不存在多个作品“同名”。

区块链系统：即上文提到的区块链通过多种层级满足

自身生态建构。通过各层级的相互配合利用，实现区块链技

术基础的应用，配合非遗时代所需路迢迢，但责任重大的人

本需要，以实现多项指标，为科技贡献、为非遗贡献。

随后 AI 大数据分析进行数据反馈与修复，分析数据库

中存在的异常数据，如作品版权归属存在矛盾，作品商标权

界限模糊不清存在隐患等，进行上报，智能采取紧急处理手

段进行维持与修复。

 

图 1 区块链系统架构设计图

图 2 区块链溯源系统赋能非遗机制

5 数据分析

区块链技术价值巨大，虽然具有技术壁垒，但其也具

有好的一方面影响。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全新的信息技术，发

展前景广阔，未来光明，同时还能作为国家对非遗支持保护

政策的实践补充，其未来发展价值与发展前景不可估量。无

论如何，其都将作为一门新兴的信息技术风靡未来。

6 结论与建议

6.1 本课题调研方法的科学性
通过查阅和评估相关权威区块链领域著作和区块链领

域有关文献，了解掌握非遗保护工作情况与区块链研究工作

中的共通之处；

通过对特定案例分析，例如对区块链 + 茶园，区块链

+ 煤炭等产业的分析，进行多方面研究，宏观角度剖析区块

链 + 非遗保护工作的可行性；

通过对区块链自身特性的分析，结合实际情况整理出

适合自身发展的优化方案，同时分析了影响非遗发展的各种

因素，例如宏观上的政治、法律等因素，微观上的非遗传承

人稀缺等因素；

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的对比研究进行调研

剖析，突出研究重心的不同及研究领域的区别。

6.2 本课题调研结果的可靠性
通过多种调研方法对比研究，对比区块链 + 非遗与传

统非遗保护机制的不同；

此外还进行相关数据的筛选和加工，了解区块链技术

的内核与应用；

选择权威论文资料进行理论研究，印证数据的可靠性，

从而保证调研结果可靠性；

通过对传统非遗保护 APP、小程序等的调研，注册相

关账号，了解其运作发展过程中的弊端，一定程度上规避

风险；

引用了大量论文著作，国内外著作的加持一定程度上

印证了调研结果的可靠性。

6.3 本调研成果的价值
通过撰写调研报告发现并深入了解区块链技术的广泛

应用，了解我国在非遗保护发展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针

对保护非遗的问题运用区块链这一全新信息技术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以及对策，有望在未来对其两者的发展壮大提供相

关发展思路及可靠借鉴。

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思考：

互联网时代下拥有多种信息技术，究竟为何还要探索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全新信息技术的发展，

究其原因：

外因：数字化背景下时代的发展趋势催生新型科技力

量的诞生及发展，例如区块链技术近几年已应用到方方面

面，成效甚好，收获颇丰；内因：互联网自身具有局限性，

而区块链技术自身却具有可溯源性等优点，其自身具有的优

点刚好可以弥补传统非遗互联网平台的缺点。

区块链这种新型信息技术存在的问题：

区块链技术价钱高昂，同时了解的人甚少导致大部分

人对此项技术不了解，对于它的研究具有技术壁垒，这些原

因共同导致其难以普及，并不具有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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