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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上述两个全省首创项目
由宁波产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主导进行，
其背后的“最强大脑”是甬籍院士——浙
江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纯，宁波
象山人。其团队大部分都是来自浙大的核
心研发人员。

很多人认识陈纯院士，始于他走进中
南海授课。去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
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
集体学习，这位甬籍院士应邀就区块链问
题作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一个月
后，他又出现在市委举行的宁波论坛报告
会上，就区块链技术发展作辅导报告。

作为甬籍院士，他时刻关注家乡发
展，特别是数字经济建设领域取得的成
绩。他注意到，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5G等信息技术快速发
展，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对
新兴技术高度重视，特别是把软件与大数
据产业作为“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的重
点来考虑，数字经济有了飞速发展。

“作为一名宁波人，我会尽我所能为家
乡服务，让新兴技术赋能经济，让更多高
新技术在宁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陈纯
曾动情地说。

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今年7月落
户宁波阿里中心的“区块链+教育” 和

“区块链+工程监管”首批项目，如今到了
“结果子”的时候。

宁波产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正如
我们公司名字诠释的那样，我们做的主要
是用区块链赋能产业，这与陈纯院士在杭
州创立的另一家区块链企业——杭州趣链
科技有限公司一脉相承，趣链主要聚焦的
是区块链底层技术，产链围绕的是产业。”

宁波产链正是宁波培育发展区块链技
术的缩影之一。根据三年行动计划，截至
2022年，全市要建成一二个国内知名的区
块链产业园，培育引进聚集100家以上区
块链企业，建成5个以上区块链实验室、研
发中心等载体平台，建设1个以上区块链学
院。

为实现这一目标，宁波将加快推进区
块链技术的创新载体建设，加强技术攻关
突破，鼓励开展区块链技术标准制定，探
索建设区块链技术创新基础设施，重点突
破区块链技术与人工智能、5G、轻量级芯
片、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
创新演进。

以创先载体建设为例，宁波将大力支
持本地院校和企业建设技术研发实验室、
应用研究中心、区块链学院等创新载体，
加快推进技术型创业创新企业、应用型信
息服务企业的孵化与培育，同时引进一批
市外区块链技术科研机构，加快区块链通
用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加速形成多主体平
台化的创新研发生产和产业协同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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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全省首创的区块链项目的应用场景发生在
建筑领域。

众所周知，建筑行业是生产过程管理数据化水平
相对落后的领域。由于建筑行业的特殊组织形式，导
致建筑类企业一直面临工程款资金拨付层层滞留、中
小建企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甚至在早些年也存在
着民工欠薪等痛点。通过区块链技术，这些难点可以
迎刃而解。

目前，工程项目建设区块链监管平台项目在海曙
区环城西路南段508号地块改造工程上试点。据了
解，该项目是浙江省内第一次以政府平台作为核心企
业的应收帐款凭证多级流转的供应链金融模式落地，
共建开放共享生态，强化项目全周期管理，降低资金
穿透监管成本，实现数据透明可信与业务高效协同。

什么是应收帐款凭证多级流转的供应链金融模
式？该项目负责人向记者解释，业主方要造房子，就
会先找个总包商，再由总包商找多个分包商，大家一
起来干这个活。在这个过程中，工程款等资金的流转
其实非常不透明。越后面的分包商越不清楚上面的包
工头有没有拿到钱，拿到了多少钱？

通过工程项目建设区块链监管平台，开发合同管
理、进度款支付等信息都不再隐秘，较好地做到了对
民工工资、工程款等资金流的监管。比如，平台通过
智能合约自动执行系统，能够对项目完成进度进行企
业间清结算，对工人工资进行按时、足量地从专款账
户划拨资金结算，保障民工工资能及时发放。

平台不仅利好农民工群体，还为建设单位降低有
息负债、减少利息支出带去方便。

在本次试点项目中，建设单位采取“链信”（基
于真实交易背景构建应收账款资产凭证）模式的结算
方案，项目贷款利息支出减少幅度达19.64%，同时
有效降低项目有息负债12%，从而实现工程款结算周
期缩短、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业融资成本降低。

直
指
建
筑
业
欠
薪
痛
点

B

宁波市校外培训机构一站式区块链服务平台

工程项目建设区块链监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