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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未来是什么图景。

《英大金融》：区块链主要是解决哪一个

层面的问题，它的门槛在哪里？

齐新宇：区块链与其说是一类技术，不如

说是一种机制。这个机制有两个特点：一是去

中心化，二是共识。

去中心化就隐含着有多个节点要去处理。

10 月 24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

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集体学习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

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

新发展。这让区块链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红，再

次掀起金融科技的浪潮，其中的一大应用就是

数字资产。在此背景下，我们采访到金融科技

投资人齐新宇，来聊一聊区块链时代下，数字

在资产数字化方面，区块链解决的主要是追溯资产的价值转移轨迹，和实现资产数
据流与价值流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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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事，有价值的逻辑，且这个逻辑是可以被

看到的。数字是价值，数字的流转就是价值的

流转。真正聚合成物理与逻辑一体的资产就是

数字资产。

《英大金融》：也就是要用区块链去追溯

资产的价值转移轨迹？

齐新宇：是的。举个例子，2008 年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很多专家分析都说是房屋抵押贷

款被证券化后又经过层层打包，最后做成 REITs

（房地产投资信托）卖给投资者。因为层级太多，

以致投资者根本看不出原始的投资标的，风险

也就来了。区块链就可以解决这背后资产的原

始信息无法被穿透和追溯的问题。

不只是这些。深圳区块链金服基于区块链

技术与全国范围内多家银行建立联盟，于 2016

年共同推出票链产品，各个合作银行的票据可

以在“链”上运转，以很低的成本高效解决了

银行间票据融资的难题。从发行端开始，如果

每张票据发生的交易都能在“链”上有所反映，

就打通了整个金融票据的流转，以票据为标的，

可以做的金融产品会很丰富。

《英大金融》：数字资产既要有数据，也

要有可追溯的价值转移轨迹，这背后其实还涉

及数据流和价值流是否同步的问题。

齐新宇：目前股票交易和跨境汇兑就存在

不同步的问题。

股票交易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交易时间

里，投资者将交易指令发给证券公司，证券公

司将该指令发给证券交易所，撮合成功后投资

者账户显示少了 100 股股票，资金账户上多出

相应的金额，证券交易所就是一个数据信息交

易所，数据流的轨迹是投资者到证券公司再到

证券交易所；休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才做股票交割，这时候投资者证券账户里

的 100 股股票才被真正划走，同时资金账户做

“中心化”的处理方式就是每个节点都要回到

中心化节点处理，中心化节点再把信息反馈到

各个节点，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交易处理很

慢。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信任机

制，只是越往后算力越难，造假的成本越高，

但只要讲真话的收益大于讲假话的成本，就基

本解决了造假的问题。

区块链技术对解决微观层面的问题意义不

大，更聚焦于宏观层面。只有“链”上更多的基点，

区块链项目才有意义。它本身的技术投入成本

不高，高的是系统成本。

《英大金融》：区块链技术的一大应用就

是数字资产交易，数字资产究竟是指什么，与

我们现在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的金融资产有什

么不同？

齐新宇：任何资产均可利用可信技术展开

数字化，继而流转盘活起来，而不完全依赖法

律增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基础设施承载

的资产，可以是股票、债券、衍生品、资产证

券化产品等传统金融资产，也可以是目前在场

外大规模“沉寂”的各类边缘资产，比如字画

以及带有版权属性的资产等等。

目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资产，它的数据

和价值是“两张皮”。

比如我们看到支付宝账户有一块钱，但并

不知道这一块钱“过去的故事”，他之前被哪

些人使用、被用来交易哪些物品等等，所以支

付宝只能被称为是电子账户，那里面的一块钱

就是电子货币而非数字货币。

再比如，一幅价值上亿的画被做证券化处

理分成 1 亿份，每份初始权益是 1 块钱，这样

更便于流转。证券化处理后，我们能看到每份

权益价格的变动，看不到每份权益从谁的手里

流转到谁的手里，即权益的流动轨迹。所以它

只是证券化资产而非数字资产。

数字资产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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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资产。目前场内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相对统一，

但场外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种类繁多，一些边

缘资产则无法通过登记确权而盘活，甚至因为

司法管辖，分割的登记系统会容易出现“双花”

（同一笔数字资产被双重占用）的情况，区块

链可以解决这方面的矛盾。

比较典型的应用就是在专利方面，可以搭

建一个联盟链，“链”上有版权局和法院的加入，

一首歌曲或者一个文学作品在诞生之初就“上

链”，一旦发生侵权争议行为，法院就可以实

时追溯到相应作品的历史，对侵权行为作出快

速裁定。

《英大金融》：您作为投资人看了很多区

块链创业项目，甄选项目的标准是什么？

齐新宇：借着区块链的火热，很多项目为

了吸引投资都会往区块链上靠。一般在听完项

目团队陈述后，我都会问一句，这个项目不用

区块链技术是否可以做，结果发现 99% 的项目

不用区块链都可以做。虽然区块链概念目前很

火，但是一个项目还是要找到最适合的技术，

而不是说什么技术最火就用什么技术。区块链

不是某个单一的技术，它包含算法、密码学等等，

具体用到哪种技术，取决于场景需要。

《英大金融》：目前区块链金融商用情况

如何？

齐新宇：应该说是探索很多，但现象级的

场景应用还未出现。

从目前的商用情况看，现阶段真正能够成

功的区块链技术商用落地，一定是那种区块链

和中心化相结合的项目。因为去中心化的一个

弊病就是“慢”，比如比特币完成一次支付的

时间是 48 分钟，这使得它在一些场景应用方面

大打折扣。

我们不能将区块链“神化”，实际应用中

它应该是与其他技术一起配套使用的。

资金划拨，价值流才真正完成。这里数据流和

价值流就没有同步。

再比如中国与美国间的跨境支付，境内商

业银行首先把客户的支付信息发送给环球银行

金融电信协会（SWIFT），协会把各商业银行

交上来的信息平衡后再反馈到各家银行，这时

客户方收到汇款成功的信息也只是数据信息。

下一步还涉及多个银行间的清算问题，因为监

管、支付标准等问题，跨境汇款往往要耗时数天。

这里数据流和价值流也是不同步的。

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字资产的点对点交易，

就可以让资产实现数据流和价值流同步。

《英大金融》：这是动了现在金融中介的

奶酪，像股票交易就不需要证券公司了。

齐新宇：理论上是这样的，这中间也涉及

两个问题。一是成本问题，数字资产点对点交

易达到数据流和价值流的同步，需要配套金融

基础设施的更新。目前金融基础设施如证券结

算系统和资金支付系统等分处不同机构，相互

独立，依靠报文传输进行信息交互，要把这些

相互独立的机构利用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打

造成一个分布式账本，系统成本会很高。二是

风险问题，目前的金融资产交易延时确权也是

防范风险的一种手段。

但长远来看，资产数字化引出了自金融模

式，经济前景和意义不可估量。数字资产点对

点交易是趋势，金融中介结构应该这方面的危

机意识。 

《英大金融》：目前在数字资产这块，新

进入者的机会在哪里？

齐新宇：在权益类资产数字化方面，各大

金融机构和科技机构占据资源优势，本身就具

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更多体

现在技术方面，留给新进入者的机会并不多。

新进入者的机会更多是在场外的各类“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