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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交易可信溯源体系构建
陈斌

杭州国际数字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310051；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资源作为其基础驱动力，正在成为关键性战略资产。然而，当前

大数据交易市场中普遍存在数据来源不清、交易过程不透明、使用权限无法溯源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数据要素

市场的高效流通与可信交互。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流程可追溯等技术特性，为构建安全透

明的大数据交易环境提供了可能。本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交易为核心场景，系统分析现有数据流通体系存在的

信任缺失问题，探索基于区块链的可信溯源模型构建路径，重点阐述数据确权、链上登记、智能合约管控与使

用行为溯源等关键机制，并提出构建“数据可信+使用可控+收益可证”的新型数据交易架构。研究认为，将区

块链与 AI 数据管理深度融合，不仅能重构数据要素交易信任机制，更是推动数据资产化、市场化和可持续流

通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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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据正逐

步成为与资本、土地并列的核心生产要素，其流通与交

易能力已成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然而，当

前大数据交易在实践中仍面临信任断层、信息不对称、

确权困难等诸多痛点。例如，数据提供方难以证明数据

合法来源，数据使用方无法明确使用权限边界，监管方

则难以追溯异常行为或违规流转，严重制约了数据要素

市场的规范化发展。与此同时，数据一旦泄露或滥用，

往往难以追责，进一步加剧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任赤字。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技

术范式。其核心特性——去中心化、分布式账本、智能

合约和可追溯性等，为建立数据可信确权、透明交易、

行为可审计的体系提供了可靠支撑。尤其在人工智能领

域，模型训练对数据质量、来源及合法性要求极高，因

此构建一个具备“可审计、可控、可验证”能力的大数

据交易溯源体系，是释放 AI 潜力、激活数据价值的关

键。本文从问题现状出发，提出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AI大数据可信溯源交易框架，通过技术创新构建多方共

信、全链留痕的数据生态环境，为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提

供可落地路径。

1 大数据交易中的信任缺失与监管困境

1.1 数据来源不明导致交易信用薄弱

在当前大数据交易实践中，数据提供者往往无法提

供明确的来源证明，导致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难以验

证。尤其是面对海量异构数据，如社交媒体数据、用户

行为日志、医疗健康数据等，其采集路径复杂，归属权

模糊，数据授权使用的边界模糊。一旦在人工智能模型

训练中引入来源不明或侵权数据，不仅可能导致训练结

果失真，更可能引发重大合规和伦理问题。此外，部分

中间平台在未授权的情况下转卖数据，更加剧了整个市

场对“黑数据”流通的担忧，极大损害了数据交易市场

的信誉基础。

1.2 数据交易链条长、参与方信息不对称

大数据交易链条通常涉及数据提供者、集成服务商、

应用开发商、监管机构等多个参与方，每一环节若缺乏

有效信任机制和信息共享标准，极易形成“黑箱操作”

与资源错配。当前多数数据交易仍依赖于传统平台撮合

或人工签约方式，合同执行效率低下、违约成本高、权

责边界模糊。而对于使用方而言，数据质量、更新频率、

敏感字段处理等关键信息常常无法全面掌握，导致使用

效果与预期严重偏差。此外，数据交易过程中若缺乏全

链条记录机制，数据使用行为难以审计，既无法保障数

据所有者权益，也无法为监管提供有效证据。

1.3 缺乏统一标准导致监管难以落地

尽管近年来政府和行业机构纷纷出台大数据交易

指导规范，但由于缺乏跨平台、跨行业的数据登记与验

证机制，现有标准多呈“碎片化”状态，难以有效覆盖

整个数据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一方面，数据确权、脱敏

处理、交易定价等核心环节缺乏技术工具支撑，造成实

践中落地困难；另一方面，监管部门由于缺乏统一的数

据链路视图，往往只能事后干预，难以进行实时监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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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审计。这种“监管缺位”的状态，进一步助长了灰

色交易和违法行为的滋生，使数据交易在迈向规模化发

展的过程中始终难以实现高质量合规运营。

2 区块链技术赋能数据可信溯源机制重塑

2.1 链上数据确权保障资产归属可验证

数据确权是可信数据交易体系必须的步骤，但传统

方法主要依靠纸质合同或平台签合同，或者行政认定的

方式，会有成本高、效率不好和容易被修改这些问题。

区块链因为有时间戳，还有分布式的账本结构和不能被

修改的属性，所以它给数据确权带来了更可靠的办法。

具体来说，数据提供方可以把原始数据做哈希处理然后

传到区块链上，生成唯一的数据摘要当数字指纹。同时

把数据的元信息比如采集时间、设备、使用场景这些都

一起固定在区块链里，这样就能确定数据资产最开始是

谁的，还有它的合法性。

在区块链上这些信息可以被每个节点查看到，保证

确权过程是公开透明还不能随便否认的。比如说医院收

集电子病历时，可以马上把数据加密放进区块链，再给

每个数据发专门的 ID 号，让数据和数字身份完全对应

起来。这样做不仅能防止数据被伪造复制，还可以在数

据交易或分享时给出法律依据，让使用数据的人更相信

数据的质量和合规性。另外区块链确权还能和司法上的

证据保存系统合作，以后要是出现纠纷就可以用区块链

上的记录当证据，真正让数据归属可以看得见、能验证、

能证明。

2.2 智能合约实现权限控制与行为合规

在传统的数据交易里，合同的执行必须要依靠人工

监督和中间平台，这样不仅效率很低容易违约，还会在

使用时发生权限乱用或者信息泄露的问题。区块链里的

智能合约能把交易规则写成代码自动执行，让整个数据

交易过程变得更自动化和可以控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

交易的时候，智能合约可以根据不同数据资产的使用类

型和使用者的身份，设置多个方面参数，比如授权有多

大范围能用多少次时间多久怎么调用还有是否可以二

次分发，同时把付款方式和违规处理办法绑定起来，如

果有操作超过了规定，立马就会停止访问数据，然后在

区块链上记录下来，确保使用行为不会超出合同约定。

而且智能合约还能帮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比如说根据调

用次数算钱马上打到数据提供者的账户里，完全不用像

以前人工对账那样耽误时间还容易出错。这种机制还能

支持按使用次数付费、分阶段开放数据、授权就扣钱这

些灵活的买卖方式，不但提高了交易速度还降低了信任

成本，特别适合那些规模很大、交易频繁、参与方很多

的人工智能训练场景。更重要的是，智能合约作为区块

链程序的一部分，它的执行记录都能查到，有天生的可

以被审查的特点，给整个合约执行过程提供了公开透明

的信任证明。

2.3 全链溯源机制强化交易行为可审计

在现在的数据交易系统里，缺少完整记录数据流转

整个过程和统一审计的办法，这样当发生数据泄露或者

模型出问题时，很难找到数据来源和该谁负责。区块链

的追溯功能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把所有数据交易动

作都记在区块链上，实现从数据上传、使用、传输、处

理到输出结果的全流程记录。在 AI 使用数据时，每次

查看数据都会像交易记录一样写在区块链上，包括谁查

看了、什么时候查的、用了什么接口、用来做什么这些

信息，这些记录都不能随便改动或者删除，保证交易路

径是真实完整的。

如果有外界对 AI 模型结果提出合规或伦理质疑，

开发者或监管方就能通过区块链上的日志快速弄清楚

整个数据是怎么被调用的，看看有没有越权操作、数据

滥用或者脱敏处理没做好这些情况。为了让不懂技术的

监管人员也能看懂，系统可以配上图形化的查看工具搞

个'数据追踪地图'，把数据在不同阶段的流转路线和参

与方都显示出来，这样监管起来更方便更有效率。以后

要是区块链记录数据的方式变得更标准化、更直观的话，

就能帮助建立既不容易被篡改、又能追溯行为、还能明

确责任的可信数据交易审查体系。

3 人工智能大数据可信交易体系构建路径

3.1 构建“可信数据空间”实现链上数据资产化

构建'可信数据空间'是实现人工智能数据资源变

成价值和可控使用的基础的核心部分。这不只是个技术

上的东西，同时还有数据管理、合规监督和经济奖励这

些方面结合起来的一个体系。在这里框架里，所有原始

数据要放进来的话都得先做区块链登记和确定权利，用

区块链给每个数据打上唯一的链上记号，还要和数据提

供者的数字身份紧紧绑在一起，这样就能确定数据是谁

的、从哪来的没问题。通过在元数据层里写上数据的重

要特点，比如有哪些敏感字段、可以用在什么地方、能

用多久、服务等级怎么样这些信息，可信数据空间就能

给 AI模型提供有结构、有标准而且透明的数据资源。

同时，为了解决区块链存储性能和隐私保护的问题，

该系统用了“链上登记、链下保存”的方法，数据保存

在分布数据库或云端加密平台，只把数据摘要和权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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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放到链上，这样既确保数据完整性没有问题，同时不

会增加存储压力。另外系统还加入了智能合约的模板、

审计接口调用和实时结算这些功能，覆盖数据从接入授

权到调用赚钱的整个流程，做到数据可以共享但看不见

内容。作为人工智能公司和开发者的基础数据服务平台，

可信数据空间不光保证了数据合规和安全，还让模型训

练的数据质量更好更容易解释，给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更

强更可信的基础支持。

3.2 推动数据交易联盟链生态共建

现在数据交易市场有很多问题，比如平台都是分开

的、规则都不一样、还有各自利益保护，这些导致数据

流动不顺畅，重复建设太多，交易时候信任成本太高了。

搞一个数据交易联盟链生态的话，就能解决这些限制，

让数据流动更高效还有管理更可信。联盟链作为大家一

起建设的分布式记账系统，应该在顶层设计的时候把技

术、制度和治理规则这些方面都协调好，具体来说应该

让政府部门管数据合规和安全的事，行业里的龙头企业

来提供平台和应用场景，大学和研究机构搞标准制定和

协议研究，技术公司做底层技术和接口开发，审计单位

专门监督链上交易。这种联盟链用的是"多中心一起治

理"模式，既让各个节点自己管理数据存储，又通过跨

链通信建了好多数据共享通道，这样就能跨行业跨地区

跨系统做交易了。

技术上来说，联盟链要有标准化的智能合约接口，

这样数据调用协议就能快速部署和重复使用，还要加入

信用评分、黑名单、数据评级这些工具，鼓励提供好数

据，打击恶意行为。生态建设方面，要让中小企业和开

发者都能参与进来，别让数据都被大公司垄断，形成"

规则严格+参与广泛+收益多样"的合作型数据交易生态。

这样的话，联盟链就能建立既能保护数据产权、规范交

易流程，又能激活市场促进数据创新的数字经济基础了。

3.3 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数据权益保护机制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原料”，它们归属权和使用权

分开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怎么能让数据流动起来同时又

保证提供数据的人权益不被损害，这变成可信的交易系

统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建立以用户为核心的数据权益

保护机制，关键在于要让每个数据主体都对他们的数据

有清晰的控制权和可以感知的使用反馈权利。在区块链

支持下，每个用户都能通过数字身份认证得到一个唯一

的链上身份，并以此对自己的数据做精细化的授权设置。

系统可以让用户按照数据的内容、使用场景、访问者的

类型等多个方面来设置授权规则，比如限制有些健康数

据只能用于非商业的医疗研究，并且还可以设置有效时

间和最多被调用的次数。在使用的时候，用户能从系统

后台随时查看他们的数据使用记录，里面有调用时间、

调用人是谁、用来做什么这些重要信息，从而让整个数

据使用过程可以看得见。

同时智能合约让用户在数据交易中能够按照合约

规定比例得到使用收益，比如根据数据调用次数、使用

频率还有敏感程度这些指标来设定收益模型，并且将交

易的分成自动打回用户的账户里。另外系统还允许用户

可以随时撤销他们的授权或者更新授权内容，这样就能

防止那种一旦授权就永远不能改可能被滥用的风险。通

过这些设计，用户不再是只能被动提供数据的人相反他

们变成了有权知道信息情况自己决定事情还能参与经

济利益分配的主体。这种人本主义的设计思路不仅仅能

让用户更信任整个系统同时还能帮 AI系统的训练创造

一个更健康公平能长久持续的数据供应环境，这样一来

数据生态就能长期繁荣发展下去。

4 结语

面对数据要素价值化与交易市场快速发展所带来

的信任瓶颈问题，构建以区块链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大数

据可信溯源体系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课题。本文

系统梳理了当前数据交易中的核心挑战，并提出以数据

确权、智能合约、全链追踪为支撑的溯源机制设计思路，

为数据资产在流通过程中的安全、可信与可控提供了实

践路径。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与 AI算法的不断融合，

将有望进一步推动数据资产确权标准、数据价值评估机

制以及跨平台信任协同系统的成熟落地，真正实现从

“可交易”到“可信任”的数据经济跃升。

参考文献

[1]李晓黎.Solidity 智能合约开发技术与实战[M].人

民邮电出版社:202212.302.

[2]丁晓蔚.从互联网金融到数字金融：发展态势、特

征与理念[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2021,58(06):28-44+162.

[3]刘光强.基于区块链审计的智能审计研究[J].商业

会计,2021,(13):4-14.

[4]朱晓武,黄绍进.数据权益资产化与监管[M].人民

邮电出版社:202009.189.

[5]陈珊珊,钟燕.人工智能在证券交易系统应用中面

临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信息科技,2019,3(07):134-

136.


	基于区块链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交易可信溯源体系构建陈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