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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助推高等教育生态优化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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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信息化规划中区块链技术被列为战略性前沿技术之一，具备分布式、不易篡改、一致
存储、透明公开等特性。区块链迭代到 3.0阶段，有更多的领域运用该项技术解决行业难题实现创新发
展。 区块链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拥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对专业课程建设、校园管理、资源共享、知识
产权保护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能够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生态。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高等教育；教育生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收改日期：2022-09-06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教育信息化研究重点课题“区块链技术对高等教育生态优化路径研究”（2021JSETKT030）；江苏省高等教
育学会“十四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内涵、评价体系与应用研究”（YB156）；南通理工学院
科研项目“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专业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的实践研究———《管理学原理》为例”（2021XK（J）05）
作者简介：褚钰萌（1994— ），女，江苏南通人，硕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叶爱山（1992— ），男，江苏泰州人，硕士，助
教，通信作者，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邓洋阳 （1985— ），男 ，江苏南通人 ，硕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产业地理 ；龚利
（1993— ），女，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本文所有作者授权本刊，无偿同意中国知网等网络平台的数
字化应用以及《新华文摘》《报刊复印资料》的转载和摘编，如有法律代理和第三方网络平台电子使用应征得本刊的同意。

区块链技术在众多国家得到了深入研究和广
泛应用，当前发展已经渗透到数字资产交易、供应
链管理、物联网等领域。 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区块
链技术的基础研究，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产业创新
发展，积极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教育、就业、公益、
社会救助等领域。 区块链在高等教育生态领域具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优化路径，加强专业课程建
设、校园管理、资源共享、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建
设，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生态的进一步优化。

一、区块链的发展与应用
区块链以块链结构存储数据，也称为分布式网

络数据管理技术①，得到了众多国家的认可，也被列
为我国信息化规划战略性前沿技术。

（一）区块链发展历程
区块链发展历经 3个阶段。 区块链 1.0阶段，表

现为以比特币为首的各类虚拟货币交易， 也是人们
初期参与区块链的主要形式， 并突破虚拟环境利用
虚拟货币与实物进行交易。 区块链 2.0阶段，主要应
用于金融领域，以智能合约开发和应用为表征，在虚
拟货币的基础上加入智能合约等见证协议， 成为真
正可编程区块链， 优化了金融业务的过程并为金融
交易构建起可信环境。 区块链 3.0阶段，区块链技术
应用领域延伸至教育、政府管理、医疗、物流等，能够
对区块链所包含的价值信息进行产权确认、 计量和

存储并快速建立信任，使得工作更加便捷高效②。
（二）区块链与高等教育的结合
区块链可优化高等教育生态，主要表现为以下

层面：一是基础层面。 为高等教育区块链技术提供
核心技术产品和服务，具体包含隐私保护、共识算
法、加密算法、分布式数据存储以及智能合约等，并
为其配套相应硬件基础设施，通过运行与维护区块
链底层技术提升区块链与高校教育生态的适配性。
二是平台层面。 开发服务区块链平台服务。 根据区
块链组网方式不同分为公有链、 联盟链和私有链，
其中联盟链为高校区块链应用提供基本框架，可采
用云计算配合区块链网络对应用提供快捷部署和
可视化管理。 三是应用层面。 对于高等教育生态的
教育资源及教育管理等方面，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
全方位智能化校园管理体系，建立以学生为主导的
开放式教育模式。 区块链技术已逐步成为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改革的重点③。

二、国内外高等教育生态建设区块链
技术应用现状

（一）国外区块链高等教育生态建设
伍尔夫大学（Woolf University）是世界上第一所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学。 学生可依据自身兴趣选择
模块课程，教师通过网络进行课程教学和建设，还可
以向未来学生宣传课程服务。 借助这样一种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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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伍尔夫大学搭建起全球教学网络，为受高等教
育者提供了共同学习机会。 全球教学网络不受地域
影响，可以更好地使受教者运用网络方式进行学习，
但目前还无法设计包含实验的科学课程。 区块链技
术促进了教育信息化发展， 改变了原来传统高等教
育的教学方式， 由授课制逐渐转变为以学生为主来
探索新领域并完成相应学业。 伍尔夫大学未设实体
校园，整体管理模式依附于区块链技术，其中包括协
议管理、学费支付和学术记录等。智能合约将应用于
合同监管、学费支付、薪酬支付、师生考勤、课程进度
跟进等，并将之记录于区块链。完成所有课程将获得
英国教育部所颁发的学士学位， 学习记录将被存储
于学信系统区块链中，便于传统高等教育机构认证。
数字文凭的颁发， 已经得到国外众多高等院校的认
可与实践。譬如，麻省理工学院曾向部分毕业生颁发
数字文凭并记录于区块链； 英国开放大学运用区块
链技术开发认证组合平台， 因工作或其他原因无法
完成传统学校教育的学习者可通过组合不同教育机
构所修的学分完成认证，最终获得相应学位证书。

（二）国内高校区块链生态建设
区块链服务网络（BSN）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

物理分布最广、 技术融合最全面的区块链基础设
施，致力于为开发者提供低成本和技术互通的一站
式区块链解决方案。 区块链服务网络（BSN）通过为
高校和开发者提供免费账户，让更多的学者可以更
便捷深入地研究区块链技术。 2020年 6月北京大学
学生区块链中心与区块链服务网络（BSN）发展联盟
共同推进 BSN 校园计划， 免费开通 BSN 学生账户
供专业学生使用，满足广大师生在区块链领域的研
究和学习需求， 推动区块链高等教育生态的发展。
2020年 7 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开设《区块链赋能实
体经济》课程，多位区块链专家为西电学生进行授
课。 这突出了高校对区块链技术的重视程度，推动
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广泛应用。 受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线上教育受到普及和推广，这种具备
开放性包容性的教育模式渐从趋势成为社会共识。
中国大学 MOOC（慕课）在线教育学习平台依附于
区块链技术，突破了面授的单一形式，对学习者开
放教育资源、 教育行为记录以及教育评价结果，培
养兼备理论与实操双能力的技术人才。 清华大学等
27 所中国高校区块链协会负责人联合建立区块链
技术学习平台，目的在于组建高校间区块链技术学
习、教育与产业交流的合作社区，属于非营利性、非
官方、非法人性质、自发性的联合交流社群。 致力于
建设高校间区块链技术学习、交流与共同进步的合

作社区，以区块链改造价值关系的办法，实现跨越
地域的分布式协作④。
三、高等教育生态中的区块链技术优化分析
（一）优势
第一，提升教学传播效益。 首先，传统教学模式

需要在固定场合授课， 学生通过教师演示或实验获
取知识、掌握技能，传统授课方式可以使学生集中注
意力和提高听课效率，但资源共享性较弱，限制了知
识的二次传播。授课点承载空间有限，将会无法满足
当前学生听课需求，严重制约知识的传播。 其次，受
限于时空影响， 可能无法向外界学者提供更为广泛
的学习机会。利用区块链技术透明开放性特征，可建
立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学生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回放
课上内容还可以吸引更多来自网络学习者的加入。

第二，扩大学生自主选择空间。 大学课程包含公
共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与公共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属
于限定专业学生学习项目，而公共选修课可跨专业自
由选择，后者可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专业以外的知识技
能。 但目前公共选修课课时占比极低和选修系统“抢
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此外，学生的学习反馈不能及时准确地传达到学校上
层，不仅有碍学校因材施教和培养复合型人才，还会
导致大学专业渐与社会岗位需求脱轨。选课系统通过
引入区块链技术， 建立以学生为主导的教育体系，系
统会根据师生对课程的反馈及社会评价对专业课程
做出调整，使每个学生可根据自身及专业情况定制相
应的课程和实践项目，最终生成个人专属课表。

第三，优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 高校学生自主
支配时间相对较多，课外活动量大的同时带来公共
区域的需求随之提升，主要的活动范围有大学生活
动中心和图书馆等。 但这些公共区域也有超过空间
承载力的时候， 比如期末复习周或考研冲刺阶段，
图书馆会面临人满为患的情况，导致次生问题如早
起和占座等现象。 而高校教室除了用来上课，其他
时间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此外，与基础设施息息相
关的后勤部门是保障日常教学活动正常推进的必
要条件，后勤管理涉及食堂就餐、宿舍水电供应以
及公共卫生等方面，复杂而不可控因素较多。 目前
后勤管理缺乏一体化管理手段，导致后勤各部门相
对独立，缺乏数据互通。 可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数
据可视化共享平台，可有效解决基础设施的资源配
置不均匀问题以及后期管理滞后性问题。

第四，重构教育信息管理系统。 传统的教务系
统可能存在信息处理能力较差、学生信用记录体系
不完整等问题。 一方面，学情数据、成长档案和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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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缺乏实时更新和统筹管理，尤其是一些重要信
息需要永久保留。 学生档案在不同部门间迁移通常
采用邮寄方式，可能存在丢失风险与数据滞后。 区
块链技术与云计算可建立起实时数据更新服务平
台，使高校教务人员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
办公地点不再受时空限制。 另一方面，学生应聘时
需要出示一系列证明材料， 用人单位需将学生档
案、成就等信息作为重要的参考数据，而学历信用
记录体系不完整、不透明将导致用人单位无法获得
完整信息。 相对于传统数据信息系统，区块链技术
具有不可篡改性特征， 可以有效保证数据真实性，
不易出现造假情况，能够很好地应用于学生学历认
证，提供权威的学分认证，这是用人单位检验学生
信息真实性最简单有效的可行手段⑤。

第五，提供一定的法律保护。 目前，学术研究资
源在教育网上缺乏保护措施，知识侵权问题不断出
现，从而抑制了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而区
块链的不可篡改性可以有效保护学者产权信息，为
维权提供有力支持，提升学界学术研究的积极性⑥。

（二）区块链技术优化高等教育生态的困境
第一，教育认同度有待提升。 区块链技术在高

等教育方面的应用还在探索阶段，大部分人还更倾
向于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 因此，面授以外的学习
过程和学习结果多数不被公众认可，从而产生了信
任危机。 为了进一步推动高校教育走向开放，亟须
完善全新的高等教育模式相关规定和标准，保障学
生在享受开放教育带来便利的同时保障教育应有
的公信力⑦。 同时，很多高校对区块链技术应用只是
浮于表面，教育系统尚未很好地适应这种新模式。

第二，运营维护成本较高。 虽然区块链技术采
用加密算法具有不易篡改的特征，但区块链安全事
故逐年递增， 尤其在节点较少的联盟和私有链上，
遭遇攻击的概率非常大，为了避免数据被泄露篡改
的风险，需设专业人员维护区块链相关信息，定期
优化系统以抵御网络攻击。 此外，区块链上每个节
点都需要存储从创世块开始的所有信息，教育相关
的区块链信息存储多元且复杂。 因此区块链在教育
方面的应用所花费的信息存储成本非常高，需要高
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

第三，区块链专业人才短缺。各行业对区块链技
术的应用需求增加导致该技术相关岗位迎来短期暴
增，区块链人才目前十分短缺。然而国内高校对区块
链技术的实施计划起步较晚， 学校无法及时输送专
业人才服务社会。 2021 年 2 月，我国教育部公布了
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全国共有 14家高等院校， 申请首批开设“区块链工
程”本科专业课程。同年 5月，全国 16所高职院校也
成功申报区块链技术应用专业， 响应国家区块链发
展战略，持续为行业输送后续力量，解决区块链人才
短缺问题。目前，国内区块链技术在高等教育方面的
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集中在专业课程建设、学
信管理以及成绩存储等功能上， 实际应用与技术发
展之间显现出的不对称， 使得区块链技术应用在优
化整个教育生态学系统时需要不断尝试和改进。
四、区块链技术优化高等教育生态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教育资源系统
区块链具有分布式记账功能，能够灵活地管理

教学资源和信息。 利用区块链技术对高等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优化，使学生可以选择所需课程进行
在线学习， 极大地增加了课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区块链有效整合了高等教育教学资源， 建立起共
享、及时的在线课程、文献资料，使高等教育资源服
务模式更加灵活和开放。 可以有效地扩大受教育的
机会，实现大规模学习过程认证，进而增强社会认
同度。 还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起组织间数据共
享开放的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支撑能力，使教育业务管理、决策支持、监测评价和
公共服务更为健全，最终实现资源平台与管理平台
的完美互通、衔接、开放。

（二）重构学信管理体制
相对于传统的数据信息系统，区块链技术具有

不可篡改的特征， 可以有效地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具体可应用于学生学历认证和学术保护等方面。 利
用该项技术对学信管理体制进行重构， 实现智能、
自动、安全的数据存储方式，简化了教务的工作流
程，提高了办公系统操作的便捷性。 同时，学生从入
学时就把学情数据、成长档案和学习历史等信息永
久存储于区块链，可有效避免学历、论文、简历等信
息篡改现象⑧。 将用人单位和学校进行连接，用人单
位可从教育征信网络中获取原始的学生信息，可以
有效验证学生信息的真实性。 还可以保护学者的知
识产权，为维权提供支持⑨。

（三）优化人才培养机制
培养区块链专业人才，需借鉴国外区块链在高

等教育领域应用的成功经验，同时还需充分考虑我
国区块链实际发展情况。 为进一步激励专业人才，
为学习区块链的优异学生发放奖励。 中国大学区块
链生态联盟和高校区块链协会，可以为受高等教育
者提供资源共享、学习交流的平台。 此外，还能有效
促进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产学

·商业教育·

130



江苏商论 2022.10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Boosting the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HU Yu-meng1, YE Ai-shan1, DENG Yang-yang1, GONG Li2

(1. School of Business, Nant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tong 22600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In my country's informatization plann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is listed as one of the strategic frontier technologi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ributed, non-tamper-resistant, consistent storage, and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The blockchain iteration
reaches the 3.0 stage, and more fields use this technology to solve industry problems and achiev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Blockchain
technology also has broad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profes-
sional course construction, campus management, resource shar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tc., and can further optimize the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Blockchain technology;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 ecology

（上接第 130页） 结合可建立高校与社会沟通桥梁，
培养社会所需的专业型人才，运用区块链技术精确
评估人才录用、科学合理安排岗位。 校企合作是高
等教育单位与企业的共赢手段，能够提升高校学生
专业技能，紧跟市场需求的能力，极大地促进企业
创新与发展。

（四）政府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区块链技术为产业创新贡献了诸多力量，很多

高校都已经意识到区块链在推动高等教育生态发
展方面所包含的重要价值。 但由于区块链技术在高
等教育方面的应用缺乏规范性引导政策，需政府及
相关机构出台相关指导性文件，进一步推动可信区
块链标准的实现，促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高等教育
生态良性健康发展。 要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加大政
府资金扶持力度，促进区块链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应
用。 同时，还可以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
权，使我国在区块链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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