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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近二十年的迅猛发展中，电子商务行业以中心化平台为核心的运营模式虽然提高了交易效率，但也带

来了数据垄断、信任危机及跨境支付低效等问题。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透明性和自动执行特性，为

电商行业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区块链的核心技术，包括去中心化账本、智能合约和

通证经济模型，探讨其如何改善当前电子商务生态。然而，尽管区块链具备潜在优势，其在电商领域的

大规模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技术性能限制、监管不确定性及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本文在总结现有

研究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渐进式融合路径，建议从技术优化、政策支持及用户教育三方面构建

适应性框架，为Web3时代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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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nearly two decades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e-commerce industry’s centralized platform-cen-
tered operation model has improved transaction efficiency,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about problems 
such as data monopoly, trust crisis and inefficient cross-border payments. The decentralization, 
transparency and automatic exec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provide a new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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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ion for the e-commerce industr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blockchain can improve the current 
e-commerce ecosystem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core technologies, including decentral-
ized ledgers, smart contracts and Token Economy models. However, despite the potential advantages 
of blockchain, its large-scale application in e-commerce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ech-
nical performance limitations, regulatory uncertainties, and business model sustainability. 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ogressive integration 
path and suggests constructing an adaptive framework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optimization, pol-
icy support and user educa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the Web3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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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电子商务行业的快速扩张，其市场规模预计将在 2025 年突破 4.3 万亿美元并在未来几年达

到新高度[1]。然而，在市场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电子商务行业现有的商业模式也暴露出一系列结构性

矛盾，影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中心化平台的垄断、信任成本的上升以及跨境交易效率低下成为

当前商业模式面临的三大核心挑战。 
电子商务行业高度集中，市场由少数几家亚马逊、阿里巴巴这类大型平台主导。这些中心化平台凭

借其在流量分配、数据资源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并对中小商家形成高度依赖。

研究表明，平台经济的这种集中化趋势加剧了市场进入壁垒，使得中小企业在议价能力、客户获取和数

据自主权等方面处于劣势[2]。在这一背景下，平台不仅可以通过提高佣金、广告费用等方式获取超额利

润，还可能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创新[3]。 
其次，电子商务行业的信任成本仍然较高，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虚假评论泛滥、商品溯源

困难等问题。由于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其决策主要依赖于平台提供的信息。然而，部分商家利用

这一信息不对称，在商品描述、用户评价等方面进行操控，以提升销量。研究发现，尽管平台采用了人

工智能审核、买家验证评论等机制，但虚假评论仍然难以完全杜绝，消费者需要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

以验证商品信息[4]。此外，供应链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了商品溯源的难度，使得消费者难以判断商品的

真实性及其供应链合规性[5]。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仍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低效的支付结算问题。传统跨境支付体系依赖于多层清

算机构，涉及复杂的交易流程，使得交易成本较高，并导致结算周期延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

政策差异进一步增加了跨境支付的复杂性。一些国家对外汇流通实施严格管控，导致商家和消费者在跨

境交易中面临更多合规挑战。 

1.2. 研究意义 

全球电子商务的快速增长与中心化平台垄断、信任摩擦及跨境支付低效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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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范式创新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区块链技术因其去中心化、透明化与自动化特性，被视为重构电

商价值分配体系与协作模式的潜在工具。然而，其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及社会接受度仍存在争议。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丰富区块链技术在非金融领域的应用探索，扩

展数字经济治理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通过对电商行业的痛点分析和区块链解决方案的探讨，为电商

企业的技术选型、政策制定者的监管策略提供参考，从而推动电子商务行业向更加透明、高效和公平的

方向发展。 

2. 文献综述 

区块链技术的理论根源可追溯至密码学与分布式系统的长期研究。早期密码学成果如 Diffie-Hellman
密钥交换协议与 Merkle 树结构，为去中心化账本的数据完整性验证提供了基础。Nakamoto 通过整合工

作量证明机制与点对点网络，首次实现无需可信第三方的价值传输系统，这一突破性进展引发了学界对

区块链社会经济潜力的广泛探讨[6]。后续研究进一步扩展至智能合约领域，Szabo 提出的“自动执行协

议”概念在以太坊平台上得到工程化实现[7] [8]，使得复杂商业逻辑的链上编码成为可能。近年来，学者

开始关注区块链如何重构传统经济组织的运行范式，Catalini 与 Gans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论证了智能合

约在降低契约执行与监督成本方面的优势[9]，而 Walch 则警示了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再

集中风险[10]。 
在电子商务研究领域，传统理论长期聚焦于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与规模优势，强调中心化平台通过

数据聚合与算法匹配提升市场效率。然而，随着用户数据垄断与佣金抽成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学者开始

探索替代性市场架构。Benkler 提出的共享经济模型为去中心化电商提供了理论先声，其主张通过分布式

协作降低对中心化中介的依赖[11]。这一理念与区块链技术的结合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Davidson 等论证

了基于密码学协议的 P2P 交易如何消除平台租金[12]，而 Allen 则从数据产权视角提出，区块链技术可通

过通证化机制将用户行为数据转化为个人可控资产[13]。随着区块链技术应用逐渐从金融场景延伸至更

广泛的数字经济领域，学术界开始关注其在电子商务中的结构性重塑作用。Tapscott 与 Tapscott 从数字信

任机制角度出发，指出区块链可重新构建平台之间的价值分配逻辑与协作体系[14]。Zhang 和 Tan 指出区

块链推动了“去平台化”电商的萌芽，使分布式电商市场在理论上具备可行性，但其治理机制与用户激

励模式仍存在不确定性[15]。去中心化平台建设也在实践中取得初步进展。Singh 等基于 Django 开发的区

块链电商平台，集成了加密支付、用户身份验证与商品溯源等功能，展示了传统电商向 Web3 过渡的技

术路径[16]。Al-Moghrabi 和 Al-Ghonmein 指出挑战仍存，主要包括交易性能不足、用户体验复杂、监管

不确定性高等，这些问题限制了区块链电商的规模化落地[17]。 

3. 区块链技术重塑电商的可能性分析 

区块链技术的核心特性——去中心化账本、智能合约及通证经济模型——正在为电子商务行业提供

一种新的信任架构与交易模式。这一技术范式的变革，使得传统电商模式下的中心化控制、数据垄断和

交易低效等问题，有可能在分布式系统的支持下得到优化。然而，这种变革并非仅是对现有模式的简单

升级，而是涉及深层次的商业逻辑调整、市场行为变化以及法律与监管适配的复杂过程。 

3.1. 去中心化市场架构 

去中心化账本技术为电子商务的交易透明度和数据安全性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在传统电商平台中，

交易数据主要由中心化机构存储和管理，消费者与商家都需要依赖平台的信誉保证，无法直接验证交易

数据的真实有效性。这种模式不仅导致数据垄断现象，还增加了欺诈行为的可能性。区块链的不可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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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得所有交易信息均可溯源，并且能够被所有网络参与者验证。基于区块链的电子商务平台可以通过

链上存证确保商品的原产地信息、物流状态和支付记录均真实可信，从而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

提高信任水平[18]。这不仅适用于常规商品交易，对于奢侈品、艺术品这类高价值商品以及涉及供应链复

杂环节的食品安全、药品流通等领域，区块链的溯源能力尤为关键。 

3.2. 智能合约驱动的信任机制 

智能合约技术的引入为电子商务的交易自动化和合约履约提供了技术支撑。智能合约可以将交易条

款直接写入代码，在满足预设条件后自动执行，从而减少传统交易中的人工干预和信任成本。在电商交

易中，支付、发货、退款等流程通常依赖平台的信用担保和规则制定，而智能合约能够在买卖双方设定

的条件达成后，自动完成支付释放、订单确认、违约处罚等操作。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交易效率，还降

低了平台对资金的集中控制风险[19]。此外，在跨境交易场景下，智能合约结合稳定币支付或央行数字货

币(CBDC)，可以有效缩短结算周期，减少汇率波动对交易的影响，优化全球电商的支付体系。 

3.3. 通证经济下的价值分配模式 

通证经济模型为电子商务的用户激励机制和价值分配模式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在传统电商模式中，

购物记录、评价行为、社交互动等用户行为数据通常由平台单方面收集并用于广告投放或市场分析，用

户难以在数据价值转化过程中获得直接回报。区块链技术支持的通证经济，可以通过代币奖励机制，鼓

励用户积极参与平台生态。用户可以通过撰写评价、分享推荐、参与社区治理等方式获得平台发行的代

币，这些代币不仅可以用于支付商品，还可能具备投票权或特殊优惠等功能。这种模式有助于增强用户

的忠诚度，提高平台的用户留存率，同时也推动了去中心化电商平台的发展。然而，通证经济模式也面

临潜在的挑战，如代币价值波动可能影响用户的长期使用意愿，甚至导致投机行为泛滥，从而影响平台

的可持续发展。 

3.4. 供应链透明度提升 

供应链管理方面，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可以优化跨境电商的物流追踪与贸易结算流程。由于供应

链涉及制造商、物流商、零售商、消费者等多个利益相关方，传统中心化管理模式容易出现数据割裂、

责任不清的问题，而区块链能够实现全链条的可追溯性，使各环节的数据信息同步，提高供应链的透明

度和效率。IBM 的 Food Trust 区块链系统已在食品行业广泛应用，通过链上记录食品的生产、加工、运

输和销售数据，大幅降低食品安全风险[20]。类似的机制也可用于电子商务中的供应链优化，确保跨境商

品的合规性、减少假冒伪劣产品流通等。 

4. 实施挑战与争议 

4.1. 性能瓶颈 

尽管区块链具备透明与不可篡改等优势，但其底层架构在处理大规模交易方面仍存在显著瓶颈。电

子商务行业每天处理的订单量极其庞大，2022 年“双十一”期间，天猫平台峰值订单创建量超过每秒 58
万单，远超现有公链吞吐能力。以太坊主网的处理能力仅为 15~45 笔交易每秒(TPS)，而相比之下，Visa
的支付系统可以支持 24,000 TPS，这意味着当前区块链网络在交易确认速度、并发处理能力以及交易成

本等方面，仍无法与中心化电商平台相媲美。此外，由于区块链的共识机制依赖于全网节点的同步验证，

这使得交易确认时间受到严重制约。尽管 Layer2 扩展方案如 Rollups 和跨链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善这一问

题，但要实现与传统电商平台相当的交易性能，仍需进一步优化底层技术架构。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750


雷美君 
 

 

DOI: 10.12677/ecl.2025.1461750 369 电子商务评论 
 

其次，区块链的隐私保护问题对电商数据安全性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区块链的透明性可以增强交

易的可信度，但同时也意味着所有交易记录都可公开访问，这对涉及敏感数据的电商交易来说，可能构

成严重的隐私风险。消费者的购物记录、商家的供应链数据、支付细节等，若全部记录在链上，可能会

引发竞争对手的监控或用户信息泄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前区块链领域提出了多种隐私增强技术，

如零知识证明(ZKP)和环签名(Ring Signatures)，但这些方案通常会增加计算开销，使得交易处理速度进一

步降低。进一步，区块链交易的不可逆性在退货、纠纷仲裁等典型电商场景中缺乏灵活性，这使得其系

统性能问题不仅体现在速度与成本层面，更在于功能适应性不足，难以满足复杂商业逻辑所需。 

4.2. 监管不确定性难题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结构虽有助于提升平台自治性，但也使其在现有法律体系下的适用性变得模糊。

传统电商平台需履行严格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支付合规、数据存储等责任，而去中心化电商系统由于缺

乏明确的法律实体与责任边界，在法律适用和监管实践中面临较大挑战。例如，Facebook 主导的 Libra 项

目在推出初期因绕过央行与支付监管而遭遇美欧等国集体反对，最终被迫重组为 Diem，并因监管障碍最

终宣告失败[21] [22]。类似地，通证经济的法律定位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曾将

部分通证认定为证券，要求其注册及公开财务信息，这对以代币驱动激励机制的区块链电商平台提出了

极高的合规门槛。在欧盟范围内，《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中“被遗忘权”与区块链“不可篡改”

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亦使得存储用户行为数据的链上系统难以获得监管认可。因此，即使在技术层面具

备可行性，监管模糊与政策不统一已成为区块链电商全球化布局中的根本障碍，亟需建立跨国合作的监

管协调机制与合规沙盒环境。 

4.3. 商业可行性存疑 

从经济角度来看，区块链电商的商业可行性仍存在争议。传统电商平台通过规模化效应、数据垄断

和广告收入来维持盈利，而去中心化电商平台由于取消了中介机构，虽然降低了平台抽成，但也失去了

主要的盈利模式。通证经济虽然可以激励用户参与，但也存在价格波动和投机行为的问题。2022 年 STEPN
项目的通证 GMT 价格经历剧烈波动，导致部分用户大规模撤离，暴露出通证经济模式的脆弱性。在区块

链电商的实践中，如何设计可持续的激励机制，使得商家和消费者在不依赖投机行为的情况下长期使用

平台，仍然是一个待解难题。 
此外，去中心化电商平台在推广过程中还面临冷启动困境。以 OpenBazaar 为例，尽管该平台设计了

点对点交易机制、比特币支付系统与用户自治市场，但由于普通消费者难以理解钱包、私钥、手续费等

区块链概念，用户转化率始终偏低。其 2019 年用户留存率不足 15%，最终于 2021 年关闭运营[23] [24]。
区块链电商的商业模式不同于传统电商，其用户体验、支付方式、交易流程等均有较大差异，吸引早期

用户进入市场成为一大挑战。消费者可能不愿意使用加密货币支付，商家也可能因市场不成熟而不愿意

迁移至去中心化平台。因此，许多区块链电商项目采取“中心化 + 去中心化”混合模式，先依靠中心化

管理建立初期用户基础，再逐步过渡到完全去中心化模式。但这种模式是否能顺利转型，仍需要进一步

的市场验证。 

5. 未来展望与建议 

5.1. 技术优化路径 

当前的区块链系统仍然面临吞吐量低、交易成本高、智能合约安全性不足等问题，因此，采用更加

高效的区块链架构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以 Layer2 为例，在电商高并发、低价值、高频次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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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下，现有区块链主链的吞吐量和交易成本难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Layer2 作为主链扩容解决方案，

在电商场景中展现出重要价值。通过将交易计算和状态更新移至链下执行，并将结果周期性提交至主链，

Layer2 能够显著提升处理效率，降低交易成本[25]，尤其适用于促销节点大流量订单处理及会员积分、优

惠券等小额频繁交易的场景。目前已应用于多链电商实验平台中的 Optimistic Rollup 与 ZK-Rollup 等技术

路径，在提升吞吐能力的同时保持较高的安全性。此外，跨链技术在解决多链数据隔离与资产割裂问题

上提供了关键支撑，使电商平台能够在不同区块链间进行商品信息同步、支付互通与积分转移，为建设

多链协同的开放电商生态提供了可能。通过跨链桥接协议，商家可在多个区块链上发布商品信息并同步

库存状态，消费者亦可在不同链上使用各类加密资产完成支付，从而打破链间壁垒，提升平台的灵活性

与市场接入范围。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的结合也将进一步增强智能合约的适应性。AI 可以优化

链上数据分析，提高智能合约的自动化定价和风控能力，使智能合约更加智能化、灵活化，进而提高区

块链电商的运营效率和安全性。 

5.2. 监管框架建设 

由于区块链电商涉及支付、数据隐私、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个法律领域，各国政府应采取审慎包容

的监管策略，通过“监管沙盒”机制，在受控环境下测试区块链电商的新商业模式。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已发布区块链互操作性相关标准(ISO/TC 307)，未来各国可以进一步推动区块链电商的技术标准化，以降

低行业碎片化程度，提高区块链应用的普及度。与此同时，各国应就通证经济的法律属性达成基本共识，

以减少监管不确定性。监管标准上的差异可能会阻碍区块链电商的国际化发展。 
监管框架的构建需兼顾技术特性与法律现实，避免以传统平台监管逻辑直接套用于去中心化架构。

首先，在监管机制设计上，应优先推动“监管接口”的链上嵌入。这类接口可允许合规机构在不干预用

户数据主权的前提下，访问必要审计信息，例如交易摘要、合约地址、代币流向等。通过预定义的数据

访问标准，实现在链透明与用户隐私之间的平衡。其次，应引入“分级合规”策略，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商

活动区分监管强度。对纯链上商品标记与溯源系统，可采用备案制管理；而涉及代币交易或数字资产支

付功能的平台，则应纳入更高等级的许可与 KYC/AML 要求。新加坡、瑞士等国家通过“监管沙盒”机

制已探索了该路径，允许项目在受控范围内试运行并接受定向评估，为制度创新与风险控制提供空间。

此外，监管部门应联合高校与行业协会建立 Web3 科普机制，通过认证课程、行业白皮书与风险提示制

度，提升消费者与中小商家的风险认知与使用能力。构建有效监管框架的关键不在于控制技术，而在于形

成“技术–制度–市场”三元共治格局，使监管不成为区块链电商发展的阻力，而是其发展的安全底座。 

5.3. 降低用户门槛 

当前，大多数消费者对区块链技术仍缺乏深入理解，特别是在去中心化钱包、加密支付、智能合约

等方面，用户的学习成本较高。因此，降低区块链电商的使用门槛将是未来市场推广的核心策略。采用

更加友好的用户界面和用户体验，开发无助记词钱包如 Argent 等简化版 Web3 应用，以减少用户的学习

成本。同时，中心化电商平台可以探索“混合模式”，即在早期阶段仍依赖传统数据库和支付系统，但逐

步引入区块链进行部分业务优化。eBay 目前正在尝试使用区块链存证技术对商品信息进行验证，而非完

全转向去中心化运营，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可以降低用户的适应成本，并为区块链电商的全面转型打下基

础。除此之外，行业组织和政府机构可以推动区块链电商的科普与教育，例如通过推出 Web3 认证课程、

提供消费者保护机制等，以提高用户对去中心化商业模式的认知度和信任度。 

6. 结语 

区块链电商的未来发展需要技术、监管和市场三方面的协同推进。短期来看，区块链电商可以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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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溯源、NFT 会员体系等轻量级场景落地，通过渐进式优化提高用户接受度。中期而言，随着 Layer2
扩展方案的成熟和跨链技术的完善，区块链电商有望在交易市场、智能合约驱动的信任机制等方面实现

更大突破。长期来看，全球监管框架的逐步统一以及消费者教育的深入推进，将推动区块链电商真正成

为 Web3 时代的主流商业模式。因此，在未来的技术演进和政策引导下，区块链有望为电子商务行业带

来更透明、高效和公平的交易环境，并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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