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资料 

 1 

 

 

 

国家标准 

 

 

《信息技术 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存证应用指南》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2022 年 6 月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资料 

 2 

目 录 

 

一、工作简况........................................................ 3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7 

三、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8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9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9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9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10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10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10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0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10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10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资料 

 3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0 年，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2020】14 号）文件下达

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信息技术 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存证应用指南》

国家推荐性标准获批立项。 

国家标准计划《信息技术 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存证应用指南》由 TC590

（全国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及执行，主管部门

为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参加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包括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深圳市前海智慧版权创新发展研究院、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和信

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蚂蚁区块链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湖南天河国云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版全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网数字科技

控股有限公司、国家应用软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江苏恒为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京东科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微芯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上海零数

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上海阵方科技有限公司、联

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奥若拉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达闼机器人股份有限

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安妮股份牵头，主要负责标准相关资料  

的搜集和调研、标准框架编制、标准内容起草、组织讨论、反馈意见整理，以及

标准报批等工作，编制组其他成员参与标准的技术讨论、标准的编写和修改工作。  

（三）编制过程  

1）标准编制组成立及标准起草阶段   

2018 年 12 月 18 日年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国内区块链领域的专

家共同编写并发布了《中国区块链技术与应用发展研究报告（2018）》，系统分

析了区块链技术和应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区块链技术发展情况研究、区块链应

用发展情况研究、区块链标准化最新进展研究，同时分析了存证、国际贸易融资、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A236559B75E8B1F0E05397BE0A0A8A8E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A236559B75E8B1F0E05397BE0A0A8A8E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A236559B75E8B1F0E05397BE0A0A8A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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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营业执照等应用案例。 

2018 年 8月至 2019年 3月，各参编单位就区块链存证有效性原则、区块链

存证相关方以及区块链存证关键过程等方面展开讨论，细化具体标准内容的编

写，形成了标准草案。该草案除了明确标准的范围、给出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和定义之外，重点描述了区块链存证系统的应用模型、相关方、有效性原则、存

证过程、服务指南等。主要包括：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应用模型  

——5 相关方  

——6 有效性原则  

——7 存证过程  

——8 服务指南  

2020 年 11月 25日，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召开了国家标准启动

会。会上首先各参编单位介绍了与标准相关业务成果和技术能力，电子标准院介

绍了标准制定的流程和注意事项。电子标准院专家介绍了标准的思路，初步的提

纲，各参编单位就提纲进行了交流讨论，提出了调整意见，并对修改工作进行了

分工。最后，会议形成如下主要修改意见：  

1. 引言错误!未定义书签。删除“部署、测试、运行和维护”等文字，恢复

前言中的“运维”。  

2. 3.1.1 非对称密钥对 asymmetric key pair 与 3.1.2鉴权机制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去掉，因正文做了修改。  

3. 3.1.3 更新区块链、共识算法、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等到最新的定义。  

4. 删除：AES、API、BRA、DLT、DPoS、ECC、PoW、PoS等缩略语，正文未体

现。  

5. 第 4章：从存证过程看，电子证据经历了数据的生成、收集、储存、传

递、认证、验证 6 个阶段。在生成、收集、储存、传递这 4 个环节中，电子证

据是有可能发生变动的（来自《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载文，这些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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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文中没有体现）存证过程阶段的用语使用“生成、收集、储存、传递、认证、

验证”等司法标准用语，有关司法的文字，改动后下次会议沟通。  

6. 5.1 增加国密的描述，什么时候推荐使用什么算法，需要细化每一种过

程里。  

7. 第 6章中外部相关方工作程序研究，汇总一个，没覆盖到的增加，附录

给出通用做法，未来怎么做，研究分工给不同单位。  

8. 7.1 区块链网络定义中：去掉“支持司法延伸服务”；建立完善的网络

机制，去掉完善的。  

9. 7.1 增加：“宜增加多节点查询交叉验证”等文字。  

10. 对附录进行调整，评价方法体系从技术、服务、应用角度。  

2021 年 4月 14 日，标准编制组召开第二次研讨会，就上个版本草案进行了

充分交流讨论。会议形成如下主要修改意见： 

1. 引言部分补充修订最新进展。  

2. 范围增加“相关要求”。  

3. CBD-Forum-001-2017 区块链 参考架构国标名字更新。ISO/IEC 9804-1998 补充中文

名字。 

4. 3.1.5 存证过程“在区块链网络中，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的

过程”顺序及文字描述需要与后文统一。  

5. 8.对应的要求，要求中包括数据、传输、安全、可信等，将现有第 7 章和 8.6 合并到

第九章）。  

6. 第 4 章关键过程删除“传输要求”。  

7. 第五章和第七章有重叠，建议将第五章扩充范围，章节名字改为原则，

其中包括有效性原则、XXX原则。 

8. 5.1存证使用人、用户需要上下文统一。  

9. 5.1 改为：哈希算法密码强度不低于 256位，加密算法密码强度不低于

128位。  

10. 5.5 改为：1）调用机构节点提供的对外服务接口宜具备权限管理措施；

2）调用机构节点提供的对外服务接口宜具备访问控制措施。  

11. 5.5“核验支持联线状态或脱机状态”改为“应支持在线核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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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6.2 改为相关方的节点参与方式，6.1改为相关方，6.2 改为技术相关

方。  

13. 第 8章：8.1和 8.2合并，简化内容，描述建立网络和定义共识主要作

为前置条件（内容由趣链补充），不具体描述选择哪些网络、共识算法。  

14. 梳理全文，上下文统一。例如“数据生成”“数据搜集”“预处理”等

内容。  

15. 8.6放到第七章。  

16. 删除附录 A。 

17. 删除并选取部分补充至正文。 

18. 删除附录 C（修改 6相关方）。  

会后，编制组根据修改意见完成了对《信息技术 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存证应用指南》第二版草案的修改，形成了第三个版本草案。  

2021 年 9月 17 日，标准编制组组织讨论，主要修改意见如下：  

1. 1 范围删除“界定了区块链存证的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2. 3.1.17/3.1.18 增加：电子数据存证服务者/电子数据存证服务提供者的

术语和定义。  

3. 4 应用模型：关键过程中，删除传输要求；图中少字，补充为“电子数

据签名”。  

4. 5.1 业务系统由建议删除，改为存证服务提供者，内容并同步修改；密

码强度改为：“相应密码安全强度”，不展开描述。。   

5. 6.1.1 内部相关方已统一修改改为存证服务提供者，上下文一致，并做

了具体界定。  

6. 6.2 系统支持相关方由“支持相关方”改为“系统支持相关方”，内容

做相应修改。  

7. 7.1 原 8.1 和 8.2合并且简化内容，描述建立网络和定义共识主要的前

置条件。  

8. 按要求做了相应调整，将原 7/8.6/9 章合为现在的章节 8。  

9. 存证过程删除传输要求，同时挪到第八章的“安全要求”的“传输安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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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补充相关参考文献。  

11. 统一修改页码、编号。  

12. 梳理全文，上下文统一。例如“数据生成”“数据搜集”“预处理”等

内容。  

会后，编制组根据修改意见完成了对《信息技术 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参考架构》第三版草案的修改，形成了第四个版本草案。  

2021 年 10月 19日，召开线上会议，编写组真对标准草案在书写规范性、

文字描述、配图格式等方面进行统一审核，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1. 1 IEEE P2418.2 非官方认可，去掉。  

2. 3 术语定义宜直接参考《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术语》中的标准 iso

标准 22739-2020（发布） 相对准确。  

3. 6.2 系统支持相关方增加其他。  

4. 7.8 系统对接增加扩展描述做相应修改；系统对接；修改措辞，弱化法

院；符合本标准改为本文件，应改为宜。 

5. 7.9 技术实现：存证过程增加技术实现一节：去掉。  

6.8 服务指南（要求）服务要求改为服务指南，其下小章节名称做相应修改，

尽量为“指南”与标准名称对应。  

7. 增加参考文献：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提到的需要增加到参考文献中；正文

中参考的要提到规范性引用文件。  

8. 全文应“需”修改为“宜”。  

2022 年 4月，召开线上会议，编写组真对标准草案在书写规范性、文字描述、  

配图格式等方面进行统一审核，完成了最后的修改；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征求

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的用语、格式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标准内容的编制坚持以下原则： 

1、结合产业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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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起草组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坚持产学研用相结合，听取各方意见，充分

调研国内区块链行业的实际需求，给出了可供区块链相关各行业使用区块链技术

进行存证的基本应用指南。 

2、操作性 

    本标准以可操作性作为考虑的基本出发点，主要针对目前各行业使用区块链

技术进行存证在设计、开发、部署、测试、运行和维护等环节，以更高效、便捷、

准确的搭建区块链存证应用系统，为区块链技术发展提供范化与标准化存证应用

模型，为构建整体的区块链生态提供规范的应用类资源框架，确保了本标准可在

实际系统开发中具有指导意义。 

（二）主要内容和解决的问题 

1、区块链存证应用指南的主要内容和作用：本标准从存证应用的实际业务

需求出发，规定了区块链存证有效性原则、区块链存证相关方以及区块链存证关

键过程。标准规范了电子数据存证服务、存证平台和电子数据存证过程，指导组

织和机构建立、实施、保护和改进区块链存证体系，可以为计划使用区块链存证

技术的相关应用、为计划建设区块链存证系统的组织和机构、为采用了区块链存

证技术的行业监管提供参考。 

2、存证指南标准第4章应用模型内容：明确了区块链存证业务相关方与区块

链存证系统支持相关方两类区块链存证相关方角色。 

3、存证指南标准第5章业务相关方内容：明确了区块链存证业务相关方与区

块链存证系统支持相关方两类区块链存证相关方角色。 

4、存证指南标准第6章有效性原则内容：给出了区块链有效性原则，在业务

系统、电子数据存取的有效性、时间的有效性、存证证明机构的有效性以及存证

核验的有效性等五个方面给出了要求。 

5、存证指南标准第7章存证过程内容：给出了区块链存证的七大关键步骤，

包括定义区块链网络及共识机制、写入区块链数据预处理、电子数据签名、存证

过程、存证公示和查询、提取存证和存证第三方验证等。 

6、存证指南标准第8章服务指南内容：从数据格式、存证过程、安全、可信、

隐私保护、数据检索、监管等方面给予指导。 

三、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为了验证《区块链 存证应用指南》的适应性和可行性，安妮股份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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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组织版权区块链联盟内部会议，对标准进行了宣贯。2020 年 7月 29日，

在第四届中国区块链开发大赛上介绍了本标准的工作；2020年 9 月 29日，在南

昌区块链大会对标准进行介绍推广等，多渠道多方式的宣讲及推广，促进了各相

关方对标准内容的理解和相关企业对产品质量安全与品质管控的重视，有效推动

了标准的实施。其次标准的应用实施试点工作，已应用于中央网信办“区块链+

版权”创新应用试点、版权家综合服务平台、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公共服务平

台、深圳市知识产权金融公共服务平台等。通过促进区块链行业技术研发，结

合区块链相关标准，实现标准固化创新成果，提高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能力，

为加快产业化进程奠定技术基础。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相关知识产权。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存证业务被广泛应用于各行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审理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

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

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由于缺乏

规范统一的存证业务应用标准，各行业在存证业务的实施情况各不相同，区块链

存证有效性未取得普遍认可，亟需统一标准以规范区块链存证系统建设，保障区

块链存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区块链存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采取多节点共识的方式，或联合法院、公证

处、仲裁机构、司法鉴定中心、授时服务机构、审计机构及数字身份认证中心等

权威机构节点的电子数据存证服务。区块链以及相关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保证存

证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促进创新应用落地以及形成产业生态发展。 

标准为各行业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存证给出基本应用指南，指导区块链存证

应用的设计、开发、部署、测试、运行和维护等环节，以更高效、便捷、准确的

搭建区块链存证应用系统，为区块链技术发展提供范化与标准化存证应用模型，

为构建整体的区块链生态提供规范的应用类资源框架。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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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没有采用其他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在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在术语等方面，规范应用了以下已有的信息技术相  

关标准，包括《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术语》GB/T 25069-2010、《信息技术 云计算 参考架构》GB/T 

32399-2015、《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17、《信息技

术 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参考架构》（报批稿）、《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

连 托付、并发和恢复服务元素》ISO/IEC 9804-1998等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是区块链存证应用相关的基础性标准，也可为其他行业或领域的相关

标准提供借鉴和参考。建议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在区块链产品交付和系统实施过程中，建议根据标准规范对产品和系统进行  

符合性测试和验证。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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