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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藏品火爆背后：平台密集涌现 专家提醒风险
本报记者 曲忠芳 李正豪 北京报道

“今日份的数字藏品发售预告来

了！”在某数字藏品交流微信群里，3月

17日，《中国经营报》记者看到了一张

“数字藏品发售预告”图片，其明确标识

了包括Hi元宇宙、鲸探、幻核、时藏、芒

果TV、丸卡、稀象等平台在内的数字

藏品平台在当日的具体发售时间和价

格信息。除了关于数字藏品的信息分

享交流，该微信群内更多的内容是转

售，“出×××”字样高频出现，转售价

格从一二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与此同

时，在几家二手交易流转平台上，也出

现诸多数字藏品的出售信息，报价有

高有低。

本报记者注意到，从2021年中

期开始，国内数字藏品领域吸引了

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营销服务

商、影视文娱公司、媒体机构等纷纷

加入其中，数字藏品平台更是密集

涌现，比如阿里“鲸探”、腾讯“幻

核”、京东“灵稀”等。据记者不完全

统计，已正式上线的数字藏品平台

超过50个。需要指出的是，数字藏

品平台“大军”当下仍在不断扩充

中，比如最新入局的芒果TV、中国

搜索、拉卡拉等。

数字藏品的价值何在？各方力

量推出数字藏品平台的背后，是布局

卡位还是炒作投机？消费者在抢购

数字藏品时应该防范哪些风险？针

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参与企

业、法律界人士以及第三方专家。

火热缘起：元宇宙、区块链

数字藏品，是国内对于 NFT

（非同质化代币）的本土化称呼，也是

基于国内监管政策框架而去除了

NFT的代币属性。简单来说，数字藏

品在区块链上具有独一无二的标识

和所有权信息，相当于在链上拥有一

张虚拟身份证，图片、音乐、视频、艺

术品等均可上链成为数字藏品。

数字藏品之所以受到追捧，离

不开“元宇宙”概念的热炒。2021

年，从 Roblox 上市，“元宇宙”一词

首次与市值数百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联系起来，再到Facebook改名Me-

ta，英伟达、微软等科技巨头以及国

内各行业大小厂商纷纷举起元宇宙

大旗。元宇宙，成为2021年最火热

的名词。而 NFT 作为元宇宙的基

本交易秩序构建力量，自然也跟着

“火”起来。再加上，海外市场包括

NBA数字版球星卡被疯抢、数字藏

品《每一天：前5000天》以6900万美

元的天价成交等事件，让NFT迅速

出圈，吸引无数拥趸。

记者注意到，国内涌现的这些数

字藏品平台都标明了基于区块链技

术，比如基于腾讯的至信链已有包括

幻核App、小红书的R-数字藏品、酷

狗数字藏品、美的旗下“吾得库”等平

台，基于百度的超级链已有百度超级

链数字藏品、丸卡、洞壹元典小程序

等，BSN-DDC文昌链上更有数藏中

国、千寻数藏、虎元元等平台，京东

“灵稀”由自研的“智臻链”提供技术

支持，芒果TV推出的数字藏品平台

由自建区块链“光芒链”部署等。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

业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通信工业协

会区块链专委会共同主席、火大教育

校长于佳宁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各家

公司开发的区块链大多属于联盟链

的范畴。联盟链是目前中国产业区

块链落地的首选，它的优势在于：一

是存在节点和使用方准入门槛机制，

保证了参与方可控；二是性能高，可

处理高频次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三

是有助于保护区块链上的数据隐私，

特别是某些数据的流转并不适合对

外公开的情况下，能确保只在联盟内

部流转和共享。“十四五”规划中也强

调要以联盟链为重点，发展区块链服

务平台和金融科技、供应链管理、政

务服务等领域应用方案。

卡位背后：寻找新的增长点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副秘书

长颜阳向记者展示了他自己通过某

平台制作的一件数字作品，尽管画质

稍显粗糙，但制作过程简单、基本“秒

做”。另一位长期关注区块链发展的

技术人士也向记者表示，国内数字藏

品主要是应用联盟链技术开发，代

码是开源的，技术成熟度高，因此做

一件数字藏品难度不大。因此，目

前国内数字藏品领域的重点关注点

不在于技术，而是IP（知识产权），那

些拥有大流量的IP自然受到青睐。

多方力量争相向元宇宙布

局、上线数字藏品平台，在上海申

伦律师事务所夏海龙看来，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当前移动互联网发

展进入瓶颈期，尤其是世界各国

普遍加强了对互联网监管的大背

景下，互联网企业需要寻找新的

发展方向和增长点。

于佳宁则认为，数字藏品是融

合了前沿数字技术与新锐文化IP

的新业态，从发展前景上看，数字

藏品是最契合元宇宙的发展方向

之一。在未来元宇宙中，数字技术

与文化创意相结合，将实现数字文

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主流化。企

业密集上线数字藏品平台，主要是

看到了数字藏品和区块链技术在

版权保护、数字艺术收藏、资产数

字化等领域未来广阔的应用场景

和巨大的市场，其次也能为其获得

更多生态流量，被视为“互联网的

原住民”的Z世代（指出生于1995

年至2009年的新时代人）就是充

分接纳数字艺术以及元宇宙早期

的用户，布局数字藏品有助于获取

到Z世代的关注，也能作为企业在

元宇宙领域布局的关键起点。

于佳宁进一步指出，由于各

家公司在区块链技术上的积累和

重心不同，其推出的不同区块链

产品在技术上有所差异。除技术

能力之外，各家公司生态与技术

整合能力也存在差异，应用场景

的多样性决定了这些区块链的未

来发展。目前来看，阿里的蚂蚁

链、腾讯的至信链等在底层技术

和商业模式上都有较好的进展，

各自在供应链金融、支付清算、政

务服务、版权保护、隐私计算等诸

多应用领域发挥效用。

数字藏品之所以受到追捧，离不开“元宇宙”概念的热炒。

布局数字藏品有助于获取到Z世代的关注。

专家提醒：防范炒作风险

本报记者通过观察体验发现，

大多数字藏品平台上线的数字藏

品采用免费或者低价，且限量的方

式。比如，中国搜索的“时藏”平台

首发的“一飞冲天”，限量9999份，

每份价格为 0.99 元；芒果 TV于 3

月16日首发的“舞师芒果崽·水逆

退散”定价 19.9 元，限量 1000 份。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数字藏品平台

明确表示，不支持用户之间交易，

明确提示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

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当

然也有一些平台是支持二次交易

的，对于涨跌幅、交易时间（T+5）、

支付货币（数字人民币、人民币）等

方面做了一些限制条件。

数字藏品的大火也催生了一

些消费者权益侵害事件。就在前

不久，基于公有链“以太链”的唯

一数字藏品交易平台因不发货也

不退款问题，遭到大量用户投

诉。“3·15”前后，黑猫投诉上，消

费者投诉事件接近700起。

太琨律创始合伙人、中国政

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朱界平

律师指出，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

对“数字藏品”的法律属性及其法

律适用进行明确规定。《民法典》

等法律对虚拟财产进行了规定，

但因其未对法律属性给出明确阐

释，对虚拟财产如何认定和界定

仍存在争议。如果数字藏品以虚

拟财产的形式在市场上流通，则

适用《民法典》相关规定。因数字

藏品具有稀缺性和难以定价等特

征，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控，

则可能成为洗钱、逃税等违法犯

罪活动的工具，为规避可能造成

的金融或法律风险，亟须完善数

字藏品相关的立法规制体系，以

明确其相关业务活动本质属性，

防范数字藏品交易炒作风险，实

现数字藏品交易炒作风险预测。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

协委员徐念沙提出，当前我国数字藏

品产品正处于起步、高速发展阶段，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诸如数字藏品权

属混乱不清、数字藏品内容质量水准

参差、消费者权益难受保障等。对

此，徐念沙建议，有关部门制定数字

藏品交易平台的准入制度、提高交易

平台建设的行政审批门槛，并对交易

平台的区块链算法应用、交易产生的

数据进行监督管理，避免一些不法分

子通过数字藏品交易平台进行违规、

违法操作，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数字藏品的大火催生了一些消费者权益侵害事件。

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数字藏品发行平台。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