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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统探究区块链技术在电子商务交易场域中的赋能机制及其优化策略。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去中

心化架构与密码学机制，论证区块链通过构建不可篡改的数据存证系统、透明可溯的交易验证体系及智

能合约的自动化执行框架重构电商交易信任机制。区块链可有效强化交易主体间的协同信任，实现交易

数据确权、流程追溯与合约执行的三重保障，从而系统性提升交易安全性与信息透明度。区块链技术在

赋能过程中也面临多维制约，如数据模糊与跨境监管框架缺失等合规性挑战、技术改造成本边际效益递

减与市场认知差异等现实壁垒。区块链赋能电商交易亟待明确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政策、并建立行业

标准和合规框架，以便为区块链赋能电商交易提供更具创新性和价值的交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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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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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transactions. Grounded in the decentralized 
architecture of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 and cryptographic protocols, it demonstrates 
how blockchain reconstructs trust mechanisms in e-commerce by establishing tamper-proof data 
authentication systems, transparent and traceable transaction verification frameworks, and auto-
mated smart contract execution protocols. Blockchain technology enhances collaborative trust among 
transactional entities through triple safeguards—data ownership confirmation, process traceabil-
ity, and contract enforcement—thereby systematically improving transactional security and infor-
mation transparency. However, blockchain technology also faces multi-dimensional constraints in 
the process of empowerment, such as compliance challenges like data ambiguity and lack of cross-
border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practical barriers like diminishing marginal benefits of techno-
logical transformation costs and differences in market perception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block-
chain-enabled e-commerce transactions necessitate the formulation of explicit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policies, alongside establishing industry-wide standards and compliance frame-
works, to foster a more innovative and value-driven transactional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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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升级与电子商务平台的规模化扩张，推动全球贸易体系步入数字化转型新阶段。

我国电子商务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网络购物

用户规模达 9.74 亿人，全年网上零售额突破 15.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然而，交易规模的指数级增

长衍生出结构性风险：中国消费者报显示，北京互联网法院 2018 年 9 月至 2025 年 2 月累计受理网络消

费虚假宣传案件 6734 件，其中 2023 年 1676 件、2024 年 1333 件，且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这一数据表

明传统中心化交易模式在信息安全防护与欺诈风险管控方面存在显著缺陷。 
当前电商交易生态的核心矛盾集中于信任机制失衡与治理效能滞后。中心化平台依赖的信用中介模

式，因数据孤岛效应与追溯机制缺失，导致信息篡改、虚假宣传及跨境司法冲突等问题频发。区块链技

术凭借其分布式账本、密码学确权及智能合约等技术特性，为重构电商信任体系提供新路径。其去中心

化架构通过链式数据结构与多节点共识机制，构建防篡改、可追溯的交易存证系统；智能合约则以代码

化规则实现交易条款自动执行，降低人为干预风险。本研究聚焦区块链技术在安全防护与透明化治理中

的协同效应，旨在为电商行业可信交易生态的构建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2. 区块链技术概述 

2.1. 区块链的基本原理和技术特点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基于密码学技术的分布式账本系统，具有去中心化、数据不可篡改、安全开放等

天然特点。它通过去中心化和智能合约的方式来保证电商交易过程中数据的安全性和高效性[1]。在电商

交易过程中，区块链可用于确保交易的不可篡改性和公开透明性，提高交易管理及监管的效率。这种技

术能够通过使整个电商交易流程都加入到搭建的去中心化区块链的方式，将交易的每个节点和每个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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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都记录在链上，保证交易流程和信息随时可查。这种方式能够减少电商交易的欺诈行为，同时加强

交易信任、加快支付过程、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区块链技术，电商交易能够实现更安全透

明的交易管理，提升消费者对电商平台及企业的信任。 
区块链技术以其天然的核心特点赋能电商交易全过程，如去中心化、智能合约、数据不可篡改、公

开性等。区块链技术将交易过程的各个环节信息上链，使得各个交易用户都能看到交易流程，在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传统电商交易的“中心机构”的作用。去中心化结构能够有效增强数据安全。而智能合约技

术的应用，使电商交易过程在链上实现自动执行合约条款，减少人为干扰，同时也降低了贪污舞弊等暗

箱操作的可能性[2]。智能合约技术的应用在提高数据公开透明性的同时也提升了电商交易的效率。 

2.2. 区块链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探究 

区块链技术自产生以来，在不同行业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金融领域，区块链的数

据不可篡改特点为证券交易、供应链金融及跨境支付与清算业务提供了保障数据安全的技术支撑；在医

疗领域，智能合约、匿名性等技术特点为药品追溯、电子病历共享及患者隐私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在公益慈善领域，区块链技术为善款捐赠、物资运转和受助人信息保护等方面提供了平台保障。 

2.3. 区块链技术在电商交易中的优势 

区块链技术以其天然的技术特点能够为电商交易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机构，摒弃传统电商交易

模式中借助中心化机构或第三方交易平台的运行方式。电商交易信息一旦接入区块链技术，商家与消费

者之间能够实现直接交易，搭建了沟通平台，降低了信息流通成本。在电商物流运输阶段，产品来源、

发货时间、运输实时位置等信息都能被消费者随时可知，提高电商物流信息的透明度。 
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及开放性的特点，使得电商交易信息在任何一个用户节点都能够被获取，但不能

被随意篡改，确保了交易信息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能够有效防止电商欺诈行为[3]。另外，区块链技

术的智能合约技术还能够在无人为操作条件下自动履行合约内容，实现自动化的交易执行，减少因订单

执行效率问题而引起的电商交易纠纷。综上所述，区块链技术在电商交易领域具有显著的特点优势，能

够有效改善传统电商交易过程中的困境与问题，为电商行业带来变革性生产力的提高。 

3. 电商交易中存在的安全透明困境 

3.1. 交易安全漏洞和数据泄露现象 

近期在传统电商交易过程中安全漏洞和数据泄露频发，为交易平台和电商交易双方都带来了严重损

失。一般而言，电商平台的中心化机制在数据管理和监督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机制设置模式在为平

台统筹协调交易信息提供便利性的同时也留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就传统电商交易模式而言，中心化机

制的形成使得中心机制一旦遭遇黑客攻击就会导致商家及消费者信息泄露，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和数据

泄露问题[4]。常见的数据安全漏洞包括商家收款信息、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支付信息及账单信息等。

中心机制一旦遭受攻击，消费者的支付账号、支付密码和个人信息等都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从而产

生被盗刷信息、个人财产损失等风险。而对商家和电商平台而言，消费者的隐私遭遇泄露必定影响消费

者对商家甚至整个电商行业的信任。 
在传统的电商交易模式下，电商支付方式通常依赖于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自动形成中心化机构。

这些中心化机构可能存在支付安全风险，而一旦接入区块链技术就可实现电商交易的去中心化支付，且

交易信息会被记录在区块链上，相关用户都可以查看，但无法篡改数据。在区块链技术下电商交易的整

个过程都更加透明，同时也降低了电商欺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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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消费者权益保护与数据透明度不足问题 

传统电商交易模式下，消费者对电商平台产品的了解往往来自于商家介绍及平台展示，在这种运行

模式下消费者难以清晰了解产品的来源和品质等信息，容易产生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整

个传统电商交易过程中，中心化机构承担着所有交易信息数据记录和存储的任务。这种单一的中心化机

构模式存在被篡改和暗箱操作的弊端，并且缺乏公开透明的交易信息披露功能。消费者无法了解具体的

平台交易信息，就会对电商平台产生质疑，再加之近年来电商交易产品安全事件频频爆发，更加重了消

费者对电商领域产品怀疑态度。如 2023 年电商商家“借壳”开网店买卖假货赚差价事件，不法分子利用

消费者更青睐“正经经营主体”销售产品的心理，伪造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网店，以骗取消费者信任。电

商行业安全事件频发，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使得消费者对电商行业的信任度下降，电商行业亟待进

行健全监管规则与探索模式调整。 

3.3. 传统电商供应链弊端凸显与信任缺失问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电子商务平台的供应链管理模式暴露出显著的结构性缺

陷，亟待通过技术赋能使能系统优化。在物流资源配置层面，现行物流网络空间配置失序与多节点协同

机制缺失，致使运输路径规划难以适配市场需求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运输环节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不

仅诱发货损率与交付延迟现象频发，更因信息孤岛效应导致实时监测与动态调度功能失效，形成高运营

成本与低服务效率并存的悖论式困境[5]。在供应链协同管理维度，采购环节供应商评估体系的科学性缺

失，致使选商标准偏离质量管控与时效性要求，进而衍生出供应商品质波动、交付周期延长等负外部性

效应，严重削弱供应链战略联盟的稳定性。传统线性供应链架构中信息传导机制的碎片化，使电商企业

无法有效获取供应商生产端的全要素数据，如环境合规记录、安全生产指标，形成供应链透明度黑洞。

这种多级信息不对称状态不仅制约供应链风险预警能力，更通过信任衰减效应对平台商誉产生持续性侵

蚀，最终导致交易主体间合作关系的脆弱性加剧。 

4. 区块链赋能电商交易安全性的路径探索 

4.1. 增强电商交易安全性与透明化程度 

区块链技术通过多维度创新机制能够显著提升电商交易的安全性与透明度。在身份验证与数据加密

方面，区块链采用非对称加密技术，为每个交易参与者生成唯一的加密身份标识，确保用户身份的真实

性和不可伪造性。电商平台可借助区块链记录用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并利用智能合约自动验证交易双方

资质，防止虚假账户或欺诈行为，提升电商交易的安全性。同时，交易数据在链上存储时通过加密算法

保护，仅授权方可解密，有效抵御数据泄露风险。在上链信息公开方面，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特性使所

有交易记录实时同步至全网节点，消费者、商家及监管机构均可实时查验交易详情，消除信息不对称问

题[6]。如中国新闻网发布文章《区块链技术赋能贸易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上海有色金属交易中心

指出通过区块链技术赋能，建立了真实可信的交易环境，交易规模较上年同比增 136%。综上，区块链技

术通过加密安全、透明公开与去中心化协同作用，构建了电商交易的新型信任体系，既防范了数据篡改

与欺诈风险，又通过全链路可追溯机制增强了市场透明度，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石。 

4.2. 优化交易流程并降低交易成本 

区块链技术通过智能合约与分布式账本的协同机制，为电商交易领域带来革命性优化，其核心优势

体现在交易流程的自动化重构与综合成本的系统性降低。智能合约作为区块链的核心功能模块，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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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交易中依赖人工介入的合同签署、订单确认、支付结算及纠纷处理等环节转化为代码驱动的自动化

流程，通过预设规则触发不可篡改的执行动作，显著压缩了交易周期并消除人为操作误差。例如，订单

生成后智能合约可实时验证供需双方资质，自动匹配物流信息并同步触发货款划转，使得原本需要跨平

台、多部门协作的复杂流程简化为链上闭环操作，既避免了信息孤岛导致的流程延迟，又通过减少冗余

环节降低运营成本[7]。在安全性维度，区块链的加密算法与分布式存储为交易数据提供双重保障：非对

称加密技术确保用户身份与交易信息的机密性，哈希算法固化数据指纹防止篡改，而分布式账本的透明

共享机制则让所有参与方可实时验证交易真实性，既杜绝了虚假交易与数据造假，又通过全链路可追溯

性降低了售后纠纷的处理成本。这种技术架构从根本上重构了电商信任体系——交易规则由代码而非中

心化机构强制执行，无法被单一节点操控，从而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构建起更低信任成本的市场环境。 

4.3. 加强交易双方信任降低风险 

区块链的信息不可篡改和全过程透明性使得电商交易双方能够实施追踪货物和资金流，增强电商供

应链双方的信任。区块链技术通过其核心机制重构电商交易的信任体系，显著降低交易风险并增强双方

信任关系。首先，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确保交易数据全网同步记录并公开验证，消费者、商家及监

管方可实时查验订单、支付、物流等全流程信息，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杜绝单方篡改可能，从而建立

透明可信的交易环境。其次，非对称加密与数字签名技术为交易主体及商品赋予唯一且不可伪造的数字

身份，从源头遏制虚假账号和假冒商品，并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交易条款，将传统依赖人工介入的信

任博弈转化为程序化规则，减少争议空间[8]。最后，区块链的链式数据结构与哈希加密技术实现商品从

生产到交付的全链路可追溯，任何环节的异常操作均会破坏哈希关联性而被系统识别，形成对供应链各

方的强约束力，倒逼合规操作，同时为消费者提供商品真实性验证工具，从根源上降低假冒伪劣风险，

同时使交易环境从“依赖第三方背书”转向“信任技术规则”。 

5. 挑战与实施策略 

5.1. 区块链技术引入的成本及可持续性考量 

区块链技术相对复杂，开发和维护成本高，对于中小型电商平台和商家而言技术成本过高可能会降

低其技术赋能积极性。首先，技术部署的前期投入高昂。区块链系统的搭建需要大量硬件设施和定制化

软件开发，例如智能合约的编写与审计需专业人才支持，导致初期成本远超传统电商系统。其次，运行

维护的持续性支出。区块链依赖共识机制保障网络安全性，但高能耗问题突出[9]，例如比特币网络年耗

电量已超部分国家总量，电商场景若采用类似机制将面临能源成本压力，而转向权益证明等低能耗方案

则需重新设计技术架构，进一步增加复杂度。再次，跨链互操作性与可扩展性成本。电商供应链涉及多

环节参与者，若各环节使用不同区块链系统，需借助跨链技术实现数据互通，但此类技术尚不成熟，开

发与维护成本高昂。此外，区块链的吞吐量限制难以满足电商大促期间的峰值需求，扩容技术升级会导

致技术成本的额外投入。最后，生态协同成本。区块链在电商中的价值依赖于全链条参与方的共同采用，

例如商品溯源需制造商、物流商、零售商均上链记录数据，但协调多方接入并统一标准耗时耗力，中小

企业可能因资源不足被迫退出，形成“技术孤岛”现象。 
针对区块链技术引入的高成本与可持续性问题，可通过技术优化与生态协同实现降本增效。在技术

层面，采用模块化架构与云服务降低投入成本，例如利用公有链或联盟链的成熟基础设施，减少自建节

点服务器的硬件投入。在生态协同方面，政府与企业可共建行业联盟链，如上海有色金属交易中心的供

应链金融平台，统一数据标准并分摊接入成本，同时通过政策补贴或税收优惠鼓励中小企业参与，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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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孤岛”。针对人才短缺问题，则需加强校企合作培养复合型人才，例如开设区块链与电商融合的

专项课程，并引入自动化开发工具降低技术门槛。 

5.2. 区块链技术在电商交易领域的应用挑战 

在操作层面，区块链技术底层操作技术复杂。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掘，高校专业人才的培养也

在不断调整。区块链技术的天然优势虽已得到了社会各行业的认可，但目前人才培养机制的调整具有滞

后性，人才培养需要较长时间，这就导致区块链专业技术人员欠缺。其中，区块链专业人才的匮乏不仅

体现在前沿技术岗位，还包括区块链信息上链、过程中运营管理、系统后期维护等多方面岗位人才缺失。 
在法律层面，目前区块链属于新兴技术，法律规则及行业标准都还尚未建立和统一，运行监管方面

的问题亟待解决。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征助力电商交易摒弃传统电商交易中的中心化机构建设，使得商

家与消费者能够实现信息实时共享和沟通互动，提高了运行效率。但由于区块链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完善，

相对开放的区块链系统使得交易者的参与和链上操作缺少统一标准，同时各利益主体间对电商平台需求

也存在巨大差异，区块链技术短时间内难以全面兼顾[10]。并且在跨境电商领域中，受各国法规监管态度

和力度不同，对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程度存在差异，法律适用性不同可能会给区块链技术赋能电商交易领

域带来新的挑战。 
针对法律与操作复杂性挑战，需构建分层治理框架与国际协作机制。在监管层面，各国可协调制定

区块链数据隐私与跨境交易规则，明确智能合约的法律效力与责任归属。在行业应用层面，推动区块链

认证标准与电商流程的深度适配，例如将商品溯源、支付结算等环节的链上操作纳入现有法律体系。 

6. 区块链技术在电商交易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 

区块链技术将深度融入电商生态，呈现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与监管体系化三大趋势。首先，区

块链与 AI、物联网的融合将催生智能合约自动化决策，如动态定价、库存优化和全链路可信数据闭环。

其次，应用场景从商品溯源、支付结算向供应链金融、跨境贸易等复杂场景扩展，例如通过“数据信用”

取代传统“主体信用”，帮助中小微企业凭借链上贸易记录获取融资。最后，推动全球监管框架逐步完

善，各国将形成“技术中立、风险可控”的监管共识[11]，推动区块链在合规前提下释放效能，例如中国

“区块链 + 政务”模式与欧盟数字身份系统的互认机制。 

7. 结论 

区块链技术在电子商务交易领域的应用通过其核心技术特性显著重构了传统交易信任机制与运行模

式。去中心化架构消解了传统电商对中心化平台及第三方信用中介的依赖，建立点对点直接交易的技术

基础设施，为交易主体间构建去信任化交互环境奠定基础。不可篡改的链式数据结构与开放性共识机制，

赋予交易全流程数据可验证性与历史追溯能力，消费者可实时获取商品生产溯源、物流轨迹及资金流向

等关键信息，从根本上消弭信息不对称风险，有效构建去中心化环境下的新型信任机制。智能合约技术

通过预设规则的自动化执行，实现订单生成、履约验证及资金结算等环节的程式化操作，在提升交易效

率的同时规避人为操作风险与合约纠纷。随着区块链底层技术的迭代优化，其在电商场景中的应用正从

单一信息存证向全链路可信协同演进，通过多节点共识机制与加密算法保障交易数据安全，推动形成透

明、可审计的交易生态体系。当前技术演进呈现多技术融合趋势，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物联网及大数据

技术的协同创新，正在催生智能化供应链管理、动态信用评估等衍生服务，为电商平台构建差异化竞争

优势提供技术支撑。未来，随着跨链互操作性与扩展性瓶颈的突破，区块链技术将深度融入跨境电商、

社交电商等新兴业态，驱动电子商务向可信化、智能化与生态化方向持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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