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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数字藏品分几步
本报记者 李 景

将 中 国 最 早 的 交 响 乐 唱 片 做 成 NFT

（非同质化通证）音乐片段，上海交响乐团用

数字藏品形式让这段珍贵的上海印记更具

魅力；将馆藏文物“永乐青花折枝山茶纹扁

壶”做成 3D 图像 NFT，上海博物馆让文物

变成了“潮玩”⋯⋯

今年以来，作为元宇宙最具代表性的衍

生产物，上海的数字藏品发行迎来小高潮，

不仅上述提到的产品备受追捧，几乎所有数

字藏品在购买环节都处于“手慢无”状态。

专家认为，与一般可复制的网络数字化

商品不同，数字藏品由区块链技术生成，其

具备不可分割、不可复制、不可造假、独一无

二的区块链属性，加上限量发行、概念新颖、

形象酷炫，正好契合了不少人追求个性和新

奇偏好。

举例而言，“收藏一块永不过期的奥利

奥数字饼干”，是咖菲科技很具代表性的数

字藏品项目之一。咖菲科技创始人 CEO 石

岚表示，这款数字藏品的最大特色就在奥利

奥扭开后呈现一副水墨画动图，山川河流、

晓云逐月的水墨画让饼干形象愈发生动，此

时的饼干就像一块小屏幕一样播放水墨画

的动态影像。这种玩法不仅为品牌营销赋

予更多意义和活力，也让一块普普通通的饼

干变得十分前卫新潮。

数字藏品是怎么做出来的？据了解，第

一步，前期策划和确定数字藏品的创意、风

格、主题。第二步，由创意设计师用相关软

件设计藏品形象，再由人工智能小组设计视

觉算法让藏品“动起来”。第三步，程序员基

于区块链协议编写智能合约，将做出来的藏

品形象铸造固定在区块链上。第四步，在藏

品进入区块链之后，制作发行站点，也就是

存储数字藏品的 H5 网页。由于国内大多

数人还没有区块链上的数字钱包，因此数字

藏品需要储存在发行方单独开发出的站点

上，供消费者查看展示数字藏品。

数 字 藏 品 火 中 有 忧
本报记者 李华林

你会花钱购买一个摸不着的产品吗？

这个摸不着的产品——数字藏品，今年

以来可谓异常火爆，多个产品一经发布即售

罄。今年 1 月，阿里巴巴集团发布 4 款奥运云

徽章数字藏品，每款限量 8888 份，一经上线

便被用户购买一空；也是 1 月，国画大师齐白

石的原作《群虾图》首个社交化数字藏品在上

海嘉禾首届冬季拍卖会竞拍，最终以 30 万元

落槌价成交；北京冬奥会举行期间，国际奥委

会官方授权的冰墩墩数字盲盒发售，售价 99

美元，售出当天秒无。此外，阿里、腾讯、京东

等互联网大厂纷纷试水该领域，相继推出数

字藏品平台。

到底什么是数字藏品？国内目前并无定

论。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员会

执行主任于佳宁表示，一般来说，可以理解为

基于区块链技术，为数字作品打上不可篡改

的防伪编码，能够保障数字作品的唯一性、真

实性、永久性，同时其所有权流转历史清晰透

明，可以有效保护创作者以及持有者的权益，

这也是其具备收藏价值的关键原因。

数字藏品为何这么火？专家介绍，数字

藏品具有一些实物没有的优势，比如线上收

藏不用受空间的约束，也不必担心随着时间

流逝而损坏、丢失等，同时区块链技术为此类

产品锚定了唯一性，使得它拥有了一种新颖

的、独到的价值承载方式。

此外，元宇宙的火爆也推动了人们对数

字藏品的关注和参与度。在元宇宙世界中，

收藏一件数字藏品就如同在现实世界中收藏

一幅名画或是一件古董，这打开了数字藏品

的应用场景，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潮流。

提起数字藏品，还绕不开 NFT（非同质

化通证），NFT 同样基于区块链技术，具有不

可分割、不可替代的特性，产品的来源、售价、

转卖等信息都能被记录。

“目前国内发行的数字藏品，技术原理与

NFT 基本一致，但在具体的创作机制和交易

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别。”于佳宁介绍，海外发

行的 NFT 可以进行买卖和交易，而国内的数

字藏品主要由平台方邀请艺术家或者相关机

构进行创作，暂时还未开放个人的创作权限，

同时在二次交易上也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大

多数数字藏品只能在平台内进行转赠，没有

完全开放二次交易的权限。

专 家 认 为 ，这 主 要 是 为 了 规 避 监 管 风

险 。 海 外 市 场 的 NFT 多 是 基 于 以 太 坊 等

公链发行确权，与虚拟货币直接或间接挂

钩，而我国监管部门一直严令禁止虚拟货

币交易炒作，在这一背景下，各大数字藏品

平 台 比 较 注 重 合 规 管 理 ，主 推 数 字 藏 品

概念。

“ 这 一 方 面 可 有 效 防 止 投 机 炒 作 的 发

生，但同时也可能限制数字藏品的发展。”知

名数字平台欧易 OKX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

伟表示，目前国内机构发布的数字藏品多是

基于联盟链，而不是公链。和公链相比，联

盟链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的特征属性偏弱，

而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是保证收藏品唯一

性和安全性的重要技术手段，如果这两项技

术偏弱，其是否可以承载收藏品的价值就存

在疑问。赵伟还认为，和线下古玩市场一

样，数字藏品发展同样需要交易平台，需要

市场来流通，但从现阶段看，国内不具备这

样的流通环境。而过低的流动性、失去市场

指导的定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损收

藏品的价值。

那么，数字藏品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

于佳宁认为，数字藏品可以将数字内容资产

化，让数据实现权属清晰、数量透明、转让留

痕，从理论上来说，万物皆可“数字藏品”，在

未来可以架起连接现实世界资产和数字世界

资产的桥梁，也是最切合元宇宙的发展方向

之一。

“但总的来看，当前数字藏品的发展还处

于早期探索阶段，存在技术不成熟、市场不规

范、价值不清晰、监管政策有待明确等一系列

风险和挑战，应用场景也还局限在艺术品、收

藏品等相对较小的领域。”于佳宁表示，投资

者应该理性看待数字藏品的正面价值，同时

也要辨别以数字藏品为噱头进行的投机、炒

作、欺诈、传销甚至是非法集资等行为，切忌

头脑发热贸然参与，要充分意识到这其中可

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最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还在于监管。当

前，我国既没有对数字藏品进行明确定性，也

没有对相关交易平台进行规制和监管，相关

法律仍然处于空白状态。专家建议，随着数

字藏品的不断升温，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明确

数字藏品属性，逐步将其纳入监管体系，以推

动这一新兴行业规范发展，规避可能引发的

金融或法律风险。

近日，网友投诉某网络招聘

平台存在虚假招聘和乱收费现

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当前正

值春节后招工高峰期，网络招聘

存在的种种乱象，应引起各方的

警惕和重视。任由网络招聘平台

野蛮生长，不仅侵害求职者利益，

也会破坏正常就业市场秩序。

虚假招聘挑战法律底线，形

成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一些企业

打 着“ 互 联 网 +”的 幌 子 大 肆 招

聘，实则为非法敛财，求职者明明

找的是工作，到头来却误入传销

组织，发现后已为时晚矣；还有些

企业通过网络招聘平台发布招工

信息，待取得求职者信任后，便以

刷单、投资、集资等为理由，骗取

求职者钱财。网络虚假招工诈骗

和非法传销诈骗屡禁不止，让求职者心生畏惧，对网络交易

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

部分网络平台成为信息泄露重灾区，审核责任甚至

沦为空谈。用户个人信息是网络招聘的重要载体，有些

平台对入驻企业资质审核不严，造成网络招聘平台上的

入驻企业鱼龙混杂，甚至有些企业利用在平台上获取的

用户资料进行二次销售，对用户的隐私权造成了严重侵

犯，导致有些求职者莫名其妙陷入网贷漩涡。据报道，从

中介购买招聘平台企业账号、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到借助

企业招聘账户，持续从招聘网站批量下载简历，再到公开

倒卖简历，黑色产业链环环相扣。这其中，平台的责任不

可推卸，如果不切实把控准入门槛，严把审核责任，就不

可能从源头遏制乱象。

乱收费和高收费屡禁不止，影响了用户体验。为了持

续获利，不少网络招聘平台巧立名目，设置名目繁多的收费

项目，有些网络招聘平台打着报名费、培训费、押金等名目，

要求用户先交钱再求职。实际上，根据相关规定，从事网络

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向劳动者收取

押金，应当明示其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事项。此外，据一

些招聘企业反映，一些网络直聘平台以低价套餐吸引入驻，

然后故意推送不相关信息，想要职位信息精准有效，就必须

办理升级套餐，否则就会面临注销账号风险，此外还要应付

销售人员的不时营销骚扰。

网络招聘平台是千万企业与海量求职者信息对接的

枢纽，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不能丧失基本的商业伦理。网络招聘平台对种种乱

象熟视无睹，极易引发用户信任危机。相关部门应进一

步畅通举报渠道，让用户及时表达诉求和主张权利。对

于问题频发的网络招聘平台，相关部门可纳入黑名单，

不定期向社会发布，切实维护求职者权益，让市场风清

气正。

铲除网络招聘黑灰产业链

郭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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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招聘平台在追

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应

严 格 遵 守 国 家 法 律 法

规，不能丧失基本的商

业伦理。相关部门应进

一步畅通举报渠道，让

用户能够及时表达诉求

和主张权利。

近日，安徽省铜陵市长江外贸码头港口

机械正在装卸物资。近年来，当地通过整合

业务类型，加快港口升级转型。今年前 2 个

月，该市累计完成港口吞吐量 1504.50 万吨，

同比增长 5.90%。 高凌君摄（中经视觉）

湖南出台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法规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近日，《湖南省先进制造业促进条例》正式施

行。作为全国第一部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地方

性法规，《条例》提出，湖南省将重点打造工程机

械、轨道交通装备、中小航空发动机以及航空航天

装备和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输变电

装备等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推动石化、有色金

属、汽车制造、冶炼压延加工、农业机械等传统优

势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生态环保、生物技术、药品、医疗器械等未来以

及新兴支柱产业集群。

地方为先进制造业立法在全国尚无先例，湖

南为什么领风气之先？湖南省工信厅党组书记、

厅长毛腾飞认为，湖南在制造强国战略版图中的

重要位置，赋予了湖南制造强省建设的新内涵、新

方向。加快建设以“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为

特征的制造强省，湖南有必要在立法上先行一步，

护航先进制造业发展。

据了解，湖南是制造业大省，31 个行业大类均

有分布，形成了 3 个万亿元级、14 个千亿元级产业

集群。2021 年，湖南规模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8.6%，创造了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税收、三分

之一以上的就业，成为推动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压舱石”。但是，与经济大省、制造强省相比，

湖南制造业在规模质量、企业实力、技术创新、产业

生态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实现打造国家重要

先进制造业高地这一战略目标，有必要通过立法

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

力量，举全省之力共同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

此外，毛腾飞表示，湖南制造业在长期发展中，

形成了大量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比如，省领导联系

产业链机制，重大装备首台套、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奖

励政策，技改投资税收增量奖补政策，产融合作白名

单制度等。但是，部分政策在稳定性、连续性和可持

续性方面仍存在问题，影响市场主体预期，有必要将

先进制造业发展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总结提炼，上

升为实施性的法规制度，以法治手段为先进制造业

发展提供长远、坚实的制度支撑。

湖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

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姚茂椿说，《条例》聚

焦工业“六基”攻关，提出建立研发支持、应用鼓

励、风险代偿机制；建立产业链链长制；梯次培育

产业集群；建立园区综合评价体系，建设“五好”

园区⋯⋯针对湖南先进制造业发展创新能力不

足、市场主体培育力度不够两个关键薄弱点，《条

例》多项举措支持产业创新，加强优质企业梯度

培育。

此外，《条例》还在用地、资金、人才、营商环

境、工作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为先进制造业

发展提供要素保障，让企业吃下“定心丸”。《条例》

还规定，在先进制造业促进工作中，对先行先试未

达到预期效果，但未违法违规的，予以免责，鼓励

工作人员卸掉包袱、轻装上阵。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许仲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家“专精特

新”企业，公司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更好地为

湖南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以企业为龙头，引进更

多产业链上游企业，建立公共研发和技术、检测平

台，建设全国性的产业集聚区，力争打造成世界级

的汽车泵类产品制造基地。

《湖南省先进制造业促进条例》将长期支持制造业发展中积累下的经验做法制度

化，稳定市场主体预期，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长远、坚实的制度支撑。《条例》还在用

地、资金、人才、营商环境、工作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要

素保障，让企业吃下“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