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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渝中区大石化新区的
重庆市区块链产业创新基地，熙来攘
往的人群中，“90后”占了绝大多数。

“区块链，是‘年轻’的新兴产业之一；
区块链工程师，也成了新职业之一。”作为
重庆乃至全国最早一批区块链工程师之
一，迪肯区块链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下
称迪肯科技）副总经理杨光兴说，正因为
区块链产业“年轻”，大家站在新的起跑线
上，所以在互联网诸多细分领域中，重庆、
成都等西部城市有了新的机会。

瞄准机会返渝创业

杨光兴今年32岁，算得上区块链
领域里的“老前辈”。迪肯科技分布于
重庆、成都和深圳的五六十名区块链
工程师，基本上都是“90后”。

当然，杨光兴被称为“老前辈”，更
因为他进入区块链行业早、技术过硬：
这个出生于江津的农村娃，在重庆邮
电大学读大三的时候，就已经痴迷于
数据传输及应用等技术领域了。

“10年前，还没有区块链这一概
念。我所参与的部分，是关于数据传
输协议、处理技术等方面的事情。”杨
光兴说，圈内（区块链技术圈）将这种
工作称之为共建“代码开源社区”。

而共建“代码开源社区”，恰恰是
区块链最初的组织形态。“据我所知，
当时全球圈内人仅有几千名，我们是
第一批‘区块链开源社区的代码贡献
者’。”杨光兴说，当时，重庆、成都等地
就有不少“代码贡献者”，现在，这批人
大多成了圈内的技术骨干。

大学毕业后，杨光兴去了北京中
关村。有了一定积累后，2015年春节
——也就是“十三五”规划实施之初，
杨光兴与几位同事一起返渝。

这些“技术男”到重庆创业最直接
的理由是：2014年8月20日，重庆国
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开通，标志着
重庆成为国家互联网络架构中10个一
级节点城市之一。“对互联网从业者来
说，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大的利好。”杨
光兴回忆道，“也正是从2015年起，区
块链这一概念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自
此，我们可以叫‘区块链工程师’了。”

用武之地由小变大

“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会一蹴
而就。”杨光兴说，“国家级互联网骨干
直联点开通，只是建起了基础设施，但
区块链的着力点在应用。而当时，川
渝等西部地区的企业、单位对区块链
的接受程度远远滞后于北上广深，区
块链的应用舞台很小。”

2015-2016年，杨光兴等几位区
块链工程师在重庆、成都往返奔波，合
伙开了家小公司，最兴旺时8个人，其

中7位既是股东又是员工。“创业起步
阶段，接受区块链这一新鲜事物的用
户很少，公司每月收入顶多够付房租、
租服务器和个人生活而已。”

转机从2017年起开始——随着大
数据智能化产业的发展，区块链产业
链的上游（智能传感器、物联网等数据
采集端）、下游（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
应用端）逐步打通，处在产业链中间的
区块链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在区块链产业初兴之时，重庆就
‘起大早、赶早集’。”渝中区大石化新
区建设管委会副主任罗林说。

2017年，重庆在全国率先出台《关
于加快区块链产业培育及创新应用的
意见》；11月，重庆市区块链产业创新基
地在渝中区大石化新区揭牌，成为全国
最早成立的区块链产业园区之一。

同年，迪肯科技入驻重庆市区块
链产业创新基地，成为首批入驻该基
地的区块链企业之一。杨光兴加入了
迪肯科技。

双城经济圈“新动作”不断

区块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风
口”。截至目前，北京、重庆、江苏等20
余个省市相继出台了促进区块链产业
发展的相关政策和举措。

据赛迪区块链研究院去年10月
22日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中国区块
链企业发展报告》，重庆具有投入产出
的区块链企业超过40家，区块链产业
整体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

重庆市区块链应用展示中心设在
迪肯科技，一块块大屏幕上跳动着一
串串数字，一个个应用场景展示着区
块链产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其中，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块链应用项
目成了一大亮点。

“作为重庆本土的区块链领先企
业之一，迪肯科技在成渝地区的项目
推进顺利，新的用户群也在不断拓
展。”杨光兴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按下
“快进键”，在区块链产业领域持续发
力、新动作不断——

2020年9月16日，2020线上智博
会区块链高峰论坛在渝举行，重庆市
数字经济（区块链）产业园揭牌；

同年10月22日，“链上未来·2020
区块链产业发展峰会”在渝举行，重庆
市区块链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揭牌成
立；此后的10月29日，首届国际区块
链产业博览会在成都举行，成渝地区
区块链应用创新联盟正式成立。

“作为带领区块链工程师团队的技
术副总，今天跑重庆、明天跑成都，成了
一种工作常态。”杨光兴说，“我们有信
心，‘十四五’起，区块链产业发展将进
入‘快车道’。在这条新赛道上，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不能落后，也不会落后。”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浏览网页、添加商品、支付订单……这
些看似平常的互联网行为，通过大数
据分析后，可为商户精准引流目标客
户，带来效益。如何将这些行为价值
进行量化？2月2日，记者从渝中区政
府获悉，该区日前发布了我市首个地
方区块链标准，未来用户所进行的互
联网行为有望被转换为购物积分、信
用值等，也分享到流量红利。

据悉，该标准由市市场监管局、市
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和渝中区政府
指导，渝中区区块链行业龙头企业金
窝窝等16家公司起草研制，将于3月1
日起正式实施。

该标准包括《基于区块链的电子
商务价值行为认定规范》（以下简称

《认定规范》）和《基于区块链的电子商
务价值行为数据存证规范》（以下简称

《存证规范》）两部分。记者注意到，

《认定规范》中除经常被运用于大数据
分析中的浏览互动外，注册、绑定、注
销等互联网基础行为也被纳入价值认
定范围内。而被认定的行为将按照
《存证规范》确权打包，上传至区块链，
将数据价值反馈给平台及用户。

“流量能带来巨大红利，但过去，
由于缺乏相应的流量确权技术，用户
的流量相当于白白‘送’给了电商平
台。”金窝窝研发团队专家叶春晓告诉

记者，自2020年3月以来，他们用了大
半年时间，进行大量的数据采集、梳
理、分析，制定出标准对互联网行为进
行量化，并借助区块链分布式记账的
特点，为流量确权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这一行业标准已应用于金
窝窝旗下电商平台“i生活”，市民进入

“i生活”后，进行相关网络操作即可获
取积分，用以享受打折、换购等优惠活
动。

重庆首个地方区块链标准发布
浏览网页等行为有望转换为购物积分，分享流量红利

重庆最早一批区块链工程师：

“链”上未来 加快步子“赶早集”
重庆日报记者 付爱农

学术论文投稿前，可以把数据上
传到中国自己的数据库里。中国科学
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日前正式发布

“科学数据银行”服务，这是一个具有
国际化服务能力的论文关联数据存储
库平台，支持论文关联数据发布与共
享，为加快数据流转、促进国际合作提
供平台和服务保障。

据了解，“科学数据银行”的前身于

2015年上线，起初聚焦于促进国内论
文关联数据的开放共享，此后积极开展
与国际高端学术品牌的交流，2020年
被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
然列为推荐的通用型数据存储库。截
至目前，该推荐单元共7家存储库，“科
学数据银行”是国内唯一一家。

另外2项科学数据公共服务也同
时对外发布，包括国内首个备案服务

的科学数据区块链——开放数据联盟
链，为科技成果确权和共享提供技术
保障；依托国内唯一面向多学科科学
数据出版的在线学术期刊《中国科学
数据》，发起《中国科学数据》出版联盟
倡议，为各领域科研人员发表高质量
数据成果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中科院传播局局长周德进说，纵
观国际学术出版界，论文关联数据已

逐步成为与学术论文一样的“一等公
民”，《中国科学数据》与“科学数据银
行”携手，探索了学术期刊与数据存储
库的合作模式，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长期
致力于科学数据汇聚、管理、开放共
享，打造科学数据基础设施，提供科学
数据公共服务。

（据新华社）

中科院发布“科学数据银行”服务 将促进科研成果可信共享

迪肯科技迪肯科技，，杨光兴杨光兴（（右一右一））与一群区块链工程师探讨业务与一群区块链工程师探讨业务。。 （（采访对象供图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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