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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融合，移动互联网的高

速发展对传统电信业运营模式产生巨大冲击。运营

商通过打价格战抢夺流量市场，争取更多用户，随着

市场趋于饱和竞争更为激烈。运营商迫切需要打破

现有的商业桎梏，在区块链时代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

式。

1 Token基本概念

1.1 Token与Token Economy

Token在中国曾译作通证、代币、通卡、令牌、信令

等等，其本质逻辑是一种权益凭证，即将特定权益形

成法律凭证后的载体。如房产证就是拥有房产者的

资产权益凭证，再如数字货币即是对应的虚拟数字资

产的权益凭证。Token Economy则是在 19世纪早期的

学校和监狱中有了雏形：在系统中根据积分去换取类

似特权等权益。1960年 Token Economy系统在精神病

院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建立。Token Economy可
以理解成一种用户行为矫正方式，通过使用 Token引
导用户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同时避开恶意行为。Token
的目的或者意义在于基于差异化行为，向良性用户提

供激励，并提高权益的交换效率。

1.2 区块链中的Token与Toke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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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块链中的Token被大多数人误解为仅仅是代币或数字货币，用于支付或投

机，但是Token的意义远不止此，Token还可以作为权益承载实现价值转移与

流通。基于Token激励机制与经济模型，结合运营商实名用户数据及通信管道

的已有优势与基础，设计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价值生态系统，促进价值流动，探

索电信运营商新的商业模式。

Abstract：
Token in the blockchain is misunderstood by most people as just a token or digital currency for payment or speculation, but the

meaning of Token is much more than that. Token can also be used as an equity bearer to realize value transfer and circulation.

Based on token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economic model，combined with operator real-name user data and the communi-

cation foundation，a value ecosystem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s designed. It can help operators promote value flow，and

explore a new busin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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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的概念因比特币被大众所知，也由于市场

对数字货币极高的投机心理，造成大众对 Token的认

知局限。2017年 9月中国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

融资风险的公告》，国家停止了首次代币发行（ICO
——Initial Coin Offering）等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

Token与代币并不是同等概念，代币仅仅是Token的众

多表现形式之一。区块链应用或系统中的 Token，可
以理解为该应用或系统创建的一种价值单位，用于管

理系统生态，并授权其用户与其产品或服务的交互，

同时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共享。

鉴于国内外没有权威的明确的概念与定义，参考瑞典

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称 FINMA）在 2018年 2月
16日出台的 ICO指南，Token存在以下3种分类。

a）支付类通证（Payment Token）：即加密数字货

币，这种 Token在一段时间内作为购买商品或服务的

支付手段，或金钱、价值转移时使用的支付凭证。

b）实用类通证（Utility Token）：授予应用程序或服

务的数字访问权限。

c）资产类通证（Asset Token）：一种资产凭证，例

如代表实物、公司收益或未来资本流动的份额等。在

经济功能上，这类 Token与证券、债券或衍生品类似，

允许在区块链上交易物理资产的Token也属于这类。

良性的区块链应用系统，是试图以其所发行的To⁃
ken作为一种经济激励的工具，促进生态圈内各个角

色的协作，进而创造可自我持续的小型经济体。中本

聪提出的比特币及该系统中，将分布式账本与数字货

币相结合，bitcoin作为该系统内的 Token提供了陌生

人间互信的基础，借鉴 Token Economy模式去矫正用

户行为，采用激励模式鼓励节点保持诚实，并将 Token
Economy模式中的积分规则演进成挖矿规则。Toke⁃
nomics可理解为基于 Token激励去构建可交互、可持

续发展的商业模式：Token代表的权益可以由使用者

转移到其他使用者，以Token为载体，实现权益价值在

该系统内流通，当权益转移时双方达成信任的保障。

对于公有链的区块链应用来说，Tokenomics还额外牵

涉到挖矿与数字货币数量发行机制等。

在信息互联网（Internet of Information）时代，以文

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为载体，在互联网内实现

了信息的检索与查阅。但是信息的价值随着时间也

被更多的人重视，内容创造的价值逐步凸显。由于信

息互联网的普及，即时、开放的点对点通信（Peer-to-
Peer Communication）正在改变人类的互动、工作、消费

与生产，将社会重新组织成一组分散的人际互动网

络，而区块链技术提供了共识机制，在不依赖集中受

信任的第三方时保障陌生人间的交易时的权益。一

个良性完善的区块链应用系统中任何事物具有其相

对价值，以Token作为载体保障价值流通，这就是区块

链中的Tokenomics商业模式在未来的重要机遇。

2 Token赋能价值流通及运营商的机遇与思考

运营商拥有多年积累的实名用户，采取区块链技

术取代传统短信验证码去确认用户身份，是一个很好

的切入点。但是，仅仅作为一个插件或工具，帮助第

三方去验证用户身份是否真实，技术及商业壁垒很

低。本章提供一种方案，在身份信息存储与验证的技

术基础之上，构建一个价值流通系统，通过Token赋能

该价值生态，探索运营商新的商业模式或服务体系。

2.1 运营商区块链应用典型案例

2.1.1 身份数据系统

身份数据系统的功能是针对用户真实身份信息

进行确认、加密后的数据系统，当有第三方机构需要

身份验证时，通过双方的意愿与授权，签订智能合约

达成的协议或共识，用户确认为第三方提供其身份或

相关数据。

终端用户需录入个人信息，并进行分类：第 1类信

息是基础信息，这类信息特点为用户改动频次高、重

要性低；第 2类信息是中等信息，该类信息特点介于基

础信息与高级信息之间；第 3类信息是高级信息，是用

户在现实社会的重要唯一的法律或生物信息。根据

系统后续的延伸拓展设计，将终端用户的信息按照类

别进行处理。中等信息与高级信息针对性极强，因此

采用多链的方式分别进行数据上链，多链的优势在于

提高效率、降低信息耦合度。高等信息是物理世界真

实个体的强信息，如身份证号码，极少情况下会出现

修改的情况，将该类信息上链后，该条链修改次数极

少，较为稳定。中等信息，如电话号码，并非是物理世

界真实个体的一一对应关系，极容易出现多号码、号

码弃用等情况，电话号码某种程度也能代表个体的信

用值、工作或住宅变迁等等可能性，因此中等信息上

链的对应链条存在较大可能性更改，中等信息数据也

是个人信用评估、类型判断等的数据来源。由于高等

信息与中等信息分别进行上链，即 2条数据链条，2条
链的数据互通需要通过跨链技术来实现。基础信息

用户可以随时更改，并根据用户主动或被动上报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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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标签处理，因此该部分数据采用数据库形式存

储，便于增删改查等。

身份数据系统通过加密用户个人信息，并区分信

息类别进行上链或链下管理，是实现身份验证的重要

技术基础，也是对用户身份判断的用户画像（见图1）。

2.1.2 身份验证系统

身份验证系统是基于用户与需要用户个人信息

的第三方，采用智能合约达成共识后，第三方可以定

向查看经过用户授权的部分身份信息数据。该系统

的优势在于，用户可选择性透露自己的信息，或仅仅

提供一个结果给第三方。比如一场音乐会售票，主办

方为保证没有黄牛介入而索要用户身份证，从而实现

一人一票，但是身份证信息对用户来说比较私密，用

户并不想提供。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身份验证系统，

让该系统告诉音乐会主办方，即第三方，用户是否是

一个真实身份；两者达成的智能合约中设置一个布朗

值，当用户购买后布朗值翻转，再次购买时通过验证

布朗值确认用户是否购买过。

身份验证系统架构如图2所示。

2.2 Token在运营商区块链应用中赋能价值流通

上述身份数据系统与身份验证系统是价值生态

系统的技术基础与前提。价值生态系统的愿景是构

建一个价值流通且有付出就会有得到的基础理念的

社区生态。在生态系统中，Token是该生态内用户参

与或协作所贡献的价值计量，并通过约定的规则或形

式约束Token的流入或流出。

以用户与广告主为例，广告主是希望通过广告形

式进行宣传，进而增加其产品销量等收益，如果达到

了这个目的，广告主就愿意去为广告这个行为进行付

费，即折换成Token的流入。Token的流动方向就是切

实为广告主带来利益与价值的实际购买用户，或经过

几层转化而购买的用户。在用户同意授权使用自己

部分信息的情况下，筛选意向用户后主动观看特定广

告，即广告主针对精准人群进行定向投放，Token产生

流动有如下 2种情况：如果用户购买了该广告的产品，

广告主与用户双方均达成目标，广告主实现了在该用

户上的购买转化，该用户获取了广告主的 Token，省去

中间的流量平台或中介机构；若用户并未购买，但是

通过分享的方式促使了二级及以下的成交，该用户也

是价值转移体系中的一部分，也可获取对应的较小的

Token。
内容生产、广告等产业已由传统信息巨头垄断流

量，控制流量入口，从而获利，这部分由终端用户贡献

信息的利润被中介等第三方获取，用户创造了价值却

不能获得其成果。以Token作为价值度量的价值生态

系统中，通过智能合约等规则的约束，鼓励用户有益

行为，促使价值正向流动，维护生态的稳定与发展。

2.3 运营商的机遇与思考

中国运营商花费巨资不断进行网络的建设与维

护，提供的网络管道资源缩短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时

图1 身份数据系统架构

图2 身份验证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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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断减少用户获取服务的成本，承担着“信息利

民、削减数字鸿沟带来的贫富差异扩大化”的基础政

治任务。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运营商仅仅是提供通信

管道，管道价值低下，更多的收益被互联网公司瓜分，

运营商提供基础网络服务的同时，没有抓住数据进行

深加工，没有拓展或运营出新的商业模式，同时受“提

速降费”政策的影响，原本业务增长点的移动流量数

据业务收入不断下降，运营商需要转向新业务和开拓

新的商业模式。运营商面对其终端用户没有进行良

好的用户互动管理，或者说是增强用户的黏性，提高

用户驻留活跃度，或是提高用户的使用频率或时长。

拓展或改变传统商业模式是运营商一直都在探

索与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基于托马斯·库恩提出的

范式转移理论，范式（paradigm）即特定的科学共同体

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

企业原来的范式转换极难，尤其是在原有范式上获取

较大成果的企业，如运营商。随着管道成本越来越高

昂，服务价格越来越低廉，管道价值占比越来越小，运

营商亟待突破原有桎梏与瓶颈，尝试新的理念与模

式，探索新的利润来源。而区块链带来的价值转移概

念对于当下的中国市场来说，或许就是一种新的范

式，运营商可以利用通信网络实名用户及通信管道的

天生优势，构建价值流通的系统生态。

3 结束语

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行业巨头垄断流量入

口，并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数据获取巨大利润，不顾

用户的信息安全与隐私泄露风险。用户在已知或未

知的情况下，提供的数据并未获取对应的价值。运营

商可以利用已有的用户实名认证数据，以及主动或被

动获取到的用户数据进行分类管理：关键数据采用区

块链技术，实现链上管理；增删改查频率高的数据采

取链下数据库结构管理，进而实现数据差异化管理。

基于用户实名信息及授权，用户产生的任何数据具有

其相对价值，以Token作为价值流通的权益凭证，促使

有效的相对价值在系统内的流通，将用户数据产生的

价值归还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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