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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的构建是实现立德树人、推进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包含了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精准帮扶、精准教育等内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校精准资助育人

体系应主动拥抱区块链，科学把握区块链去中心、不可篡改、开放透明、高度自治等特性，提升其在

智慧思政、精准施策、三全育人维度的时代价值。应从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技术创新、推进标准统一、

注重人才建设四个方面实现区块链对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的充分赋能，让资助育人更精准、更便捷、

更智慧，让资助成效可分析、可检验、可评判，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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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脱贫攻坚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精准识别为

基础、精准管理为抓手、精准帮扶为关键、精准

教育为目标的立体化、智慧化、精准化的资助育

人工作体系。区块链作为支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底层技术已日趋

成熟，其应用领域逐步平面化和具象化，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

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积极推动区块链

技术在教育、就业、精准脱贫、公益等领域的应

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

优质的公共服务[1]。目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在脱贫

攻坚领域的实践有了一系列的探索，取得了较好

成效。例如，贵阳市首次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当地

的精准扶贫工程，成立了国内首个区块链联动创

新中心；深圳市提出了“区块链+精准扶贫”概

念，并进行深入探索；中国人寿以“区块链+扶

贫”为出发点，构建了“金融扶贫，保险先行”

的模式。由此可见，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的建

构应主动提高目标站位、拓宽战略视野、强化机

遇意识，深入挖掘区块链的应用潜力，积极谋划

数字时代高校精准资助的美好愿景，实现扶贫、

扶志与立德树人之间的有效融合，进一步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 

    一、区块链基本特征与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的

逻辑契合 

    20 世纪 90 年代初，著名作家凯文·凯利在

《失控》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分布式网络的特性。

2008 年，中本聪在《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

金系统》一文中首先提出“区块链”的概念。作

为一种开放式的账簿系统，区块链是由一个个数

据区块组合而成的链式数据结构，它包含跨链技

术、分片技术、隐私保护技术、智能合约、共识

机制等核心技术[2]。其系统框架(如图 1 所示)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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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区块链系统架构图 

 

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激励层和应用层等，

各层之间相互配合。在核心技术和系统框架的双

重作用下，区块链拥有去中心化、开放透明、不

可篡改、高度自治等主要特性。 

    (一) 高度自治，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智能

化的关键所在 

    传统的体系运行更多是依靠人与人来完成，

运行效率的高低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存在

紧密的联系。在区块链中，节点之间通过共识算

法可以进行自由连接，形成新的连接单元，具有

高度自治的特征。在共识机制作用下，每个节点

都会遵守管理员事先设定的协议和标准来判断

每一组数据的真实可靠性。对真实可靠的数据信

息，节点对会自动记录、交换和存储，不受外来

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在上述过程中，任一节点都

可能成为阶段性的中心，但不具备强制性的中心

控制功能。以京东研发的区块链智能算法为例，

它成功打造了区块链品牌“智臻链”，实现零售

业务与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紧密连接，成功孵化

供应链的溯源场景。所以如果将区块链技术运用

到高校管理领域，这种高度自治的特性将使高校

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更加具备操作性、智慧性和可

持续性，有助于实现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

中心的资助重构。 

    (二) 不可篡改，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精准

化的客观要求 

    传统的数据的存储依托于 CRUD 数据库来

进行，而 CRUD 数据库拥有 creat(创建)、write(记

录)、update(更新)和 delete(删除)四项基本操作功

能，在更新和删除这两项基本操作功能中，数据

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随时都将面临来自内部

删除或者外部篡改的危险，存在诸多不稳定因

素。与之对比，当前区块链中数据信息的分布式

存储则主要依托 CRW 数据库来进行。在 CRW

数据库中，基本操作功能包含了 creat(创建)、

write(记录)和 read(查阅)。由于没有更新和删除这

两项操作功能，所以当数据信息添加到区块链中

的任一节点上时，都将被永远保存，并且所有节

点都会拥有一份相同的完整记录。此外，根据节

点越多、算力越强的原则，如果个人或者单位想

要篡改或者造假某项信息，则必须拥有超过 51%

的节点控制权，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数据信息被恶

意篡改和删除的风险[3]。这种不可篡改的特性符

合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精准化的客观要求，有

助于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中每一条数据信息

都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可以为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贫困等级的精准认定、各类奖学金的精准发

放、高校思想政治(以下简称“思政”)教育队伍

的精准育人提供有效保障。 

    (三) 开放透明，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可信

化的现实需要 

    在协同化趋势下，某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同时

协调多个个体或者多种资源。数据信息的收集、

存储与更新往往会涉及不同的机构部门和行业

领域，但在传统的中心化模式下，各机构之间的

数据信息很少对外开放和共享。这种以邻为壑的

做法，既无法让长期积累的数据充分发挥价值，

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的

出现，引起多方的信任危机。相比传统的数据管

理方式，区块链是建立在不同计算机节点上的扁

平化网络，所以其内部的数据信息具有高度的开

放性。通过公有链技术，个人或者单位都可以随

时加入和退出任一节点。在自由进出节点的过程

中，除了用户的私人信息被加密不可访问外，其

余信息都可以通过特殊的浏览器进行查阅，从而

使区块链具备高度的透明性。以比特币为例，其

网络在系统层面上的信息是完全公开的，个人或

者单位均可在线下载专用的比特币运算工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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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好节点和取得信任机制之后，便可自动运

行。这种开放透明的特性，可以帮助资助者、被

资助者和管理者掌握每一段数据流的详细动态，

有效降低资助者、管理者与被资助者之间的信用

成本，有助于提升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在不同

社会主体中的可信度。 

    (四) 分布存储，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扁平

化的重要保障 

    随着大型主机在 20 世纪 60 年代问世，集中

式的计算机存储成为主流。在中心化模式下，所

有的数据信息都存储在单一的节点(主计算机)

上，系统功能、应用程序、业务指令也均由其集

中处理完成。这种模式有阶段性的时代优势，也

存在维护成本高、基础设备昂贵、安全可靠性差

等问题，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以 IBM 公

布的《2020 年数据泄露成本报告》为例，2019

年全球共发生 500 余起重大数据泄露事件，平均

损失成本约为 386 万美元，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多个行业领域。反之，区块链采用的是分布式

存储，在分布式存储中，所有节点之间的权利和

责任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主次之分。在同构多链

的技术支撑下，区块链不依赖于任何第三方信任

管理机构，内部数据信息由所有节点来共同记录

和管理。单个或者部分节点的失效不会对整个系

统的运行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相较于中心化模

式，区块链中的分布式存储可以将金字塔状的数

据信息以扁平状的形式“压缩”至各个节点，能

有效增强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的管理效率、降

低维护成本、减少数据被盗用删改带来的不必要

损失，在资助申请、认定、公示、发放等环节保

障学生的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使资助工作“润

物细无声”。 

    二、区块链视域下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的

时代价值 

    传统资助工作存在评定流程僵化、表格材料

繁杂、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中国区块链技术和

应用发展白皮书》中指出，区块链系统完全可以

适用于学生征信管理、升学就业、学术管理、资

质证明、产学合作等方面，对教育就业的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的价值[4]。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和应

用可以在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各管理节点建

立分布式管理系统、生成用户电子画像、打造智

慧服务平台、形成动态反馈机制，以提升高校精

准资助育人体系的智慧性、精准性和教育性，丰

富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的内涵和外延，使高校

精准资助育人体系与智慧思政的时代潮流、精准

施策的时代要求、三全育人的时代使命相符合。 

    (一) 智能化，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促进智

慧思政实现“靶向发力” 

    随着数据大爆发与技术大跃进，智慧革命成

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智慧化革命指借助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手段，

以更自然、更便捷、更精准的方式来满足社会发

展的需求。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作为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主动顺应智慧革命的

时代趋势，探索智慧思政，推动智慧资助。在区

块链等诸多智能化技术的支撑下，高校精准资助

育人体系能有效实现智慧思政教育对象的智慧

识别、教育路径的智慧定制、教育成效的智慧  

评估。 

    一是促进教育对象的智慧识别。在高校精准

资助育人体系中，作为教育对象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群体可以在体系内的各个管理节点中建立

属于自己的分布式账本，一次性完成家庭困难信

息的数据录入，生成个人信息的电子云编码，这

些编码分享到体系内的各个节点后，能够减少不

必要的流程环节。资助者、管理者可以登录高校

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内的任一节点，在区块链技术

的支撑下随时掌握学生的详细情况，确保教育对

象的智慧识别。 

    二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的智慧定制。每

位资助对象的家庭环境、人物性格、情感波动、

学习状况、思想动态、行为方式、兴趣喜好等都

将形成一幅“多维度”的学生画像。在“多维度”

学生画像的基础上，智慧算法将快速的为每位对

象定制出专属的多套育人方案，为教育管理者提

供参考。同时教育管理者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根

据教育对象实际需求的变化，对育人方案及时地

进行补充和修订，形成最终的智慧教育路径。 

    三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智慧评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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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是公开透明的，受助对象可

以直接围绕教育成效进行评价，并不可篡改，这

样可以帮助教育管理者及时得到最新的信息反

馈，从而形成一段完整的资助数据流。教育管理

者可以对数据流中的历史参数和变化规律进行

科学分析，避免思想政治教育与受助学生实际需

求之间出现两张皮的现象，实现两者之间的完美

衔接。 

    (二) 精准化，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打通了

精准施策的“最后一公里”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十八洞村视察

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号召[5]。2015 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

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6]。高校精准资助育人

体系作为教育扶贫和立德树人的主要形式，更要

围绕贫困对象、资助形式、思想引领等方面实现

精准施策，在区块链视域下变“大水漫灌”为“精

准滴灌”，提高高校资助育人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一是促进贫困对象的精准认定。在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分布式账本的基础上，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

系能将各级资助管理系统中的用户信息进行全

方位整合和科学分析，提高数据的精准性。同时

资助者、管理者能在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中通

过“线上定量分析+线下定性分析”“自上而下+

上下结合”等方式，全面、客观地考察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综合状况，有效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认定工作。此外，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将

充分保障受助对象的个人隐私，避免出现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因自卑心理而放弃资助申请的情况

出现。 

    二是资助形式的精准服务。高校精准资助育

人体系包含点对点的机制特性，所以国家助学贷

款、专项补助金、学费减免能在高校精准资助育

人体系中更加高效透明地与符合要求的学生进

行精准匹配。同时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还包含

着开放透明的机制特性，体系中的每一个勤工助

学岗位都能及时匹配到适合岗位要求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社会上的资助者、资助机构也可以

在精准资助育人体系中直接将物资捐赠给特定

的人或者机构，无须转手多家银行和机构，简化

受助对象的资助环节。 

    三是思想引领的精准把握。高校精准资助育

人体系能够借助时间戳、可溯源等技术详细掌握

资助对象在消费、家庭、学习、心理等方面的变

化，结合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设计符合时代要

求和学生个性的思想引领计划。在对思想引领的

精准把握下，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能够有效引

导学生理解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不懈努力，保

障学生在校的健康成长，帮助学生实现从“资助”

到“自助”、从“自助”到“自强”的完美转变，

提升受资助学生自我“造血”功能。 

    (三) 协同化，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奏响

“三全育人”的最强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高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

把思政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新局面。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中的“三全育

人”，就是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资助育

人长效机制，实现学生资助由保障性向发展性转

变，体现高校精准资助“立德树人”的本质要求。 

    第一，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可以完善“四

位一体”的全员育人机制，形成育人合力。在分

布式开放系统的基础上，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

在内部的协同管理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以知

名人士为代表的社会群体，以辅导员、班主任、

思政课教师为代表的教育者群体，以父母为代表

的家庭成员群体，以积极分子、学生干部为代表

的学生群体，都可以在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内

由过去资助育人中的“旁观者”转变成“参与者”

“监管者”与“发声者”，做到“上下联动、整

体推进”，充分发挥各自的育人职能，共同发力。 

    第二，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可以打造全过

程的育人格局，坚持育人为本。在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的认定中，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能有效做

到公开透明和保护隐私相协同、可溯源和不可篡

改相协同，这就有助于在正确的时间节点上资助

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确保资助时机、资助方式、

资助内涵的精准恰当，有效避免因个人隐私泄

露、非法篡改给学生带来自卑、自闭的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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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可以有效搭建

全方位的育人平台，并形成良性循环。高校精准

资助育人体系能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良好

的教育平台、组织平台、资源平台和宣传平台。

在各平台功能的协同作用下，帮助学生清楚地了

解国家资助政策，增强诚信意识。高校资助育人

体系内的电子身份云能够客观记录每位学生的

综合信息，包括家庭情况、思想动态、行为特点

等，这些记录活动帮助高校资助工作者对学生开

展道德浸润、精神激励与思想引领等活动。 

    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影响下，高

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将由“被动型”向“主动型”、

“输血型”向“造血型”、“保障型”向“发展

型”转变，形成“资助解困—育人成才—回馈社

会”的良性循环。 

    三、推进区块链创新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

的路径研究 

    区块链赋能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是一个

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技术创

新、推进标准统一、注重人才建设四种方面来实

现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内各节点、各环节的全

面优化，打造集认定、资助、育人于一体的智能

化服务平台，满足当代大学生群体个性化的思想

特点和多元化的心理诉求，使高校精准资助育人

体系真正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一) 加强顶层设计，高位统筹规划 

    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理念，在国际社会获得

了普遍关注和积极反响。运用区块链创新高校精

准资助育人体系，需要加强区块链的顶层设计，

制定区块链在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中的长远

发展规划。 

    首先，政府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出台支持

政策，加强立法监管。对于目前正在实施的重大

区块链工程，要向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深

入宣传，广泛普及区块链的基本常识，积极营造

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为区块

链在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中作用的发挥奠定

基础。 

    其次，高校应立足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做

好区块链在高校资助育人体系中的统筹规划，紧

紧围绕区块链的分布体系、安全体系、监管体系

和网络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实现区块链核心技术

与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各个环节的完美衔接。 

    最后，资助者、受资助者和管理者应摒弃传

统中心化的旧有思维，主动学习区块链技术的相

关知识，让自己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中实现“助人”与“铸

人”的灵活转换。 

    (二) 坚持技术创新，完善体系平台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

系整体功能的发挥和创新离不开信息化、智能化

技术的有效支持。 

    首先，在立足现有区块链核心技术的基础

上，政府要积极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

研发与建设符合中国特色以及自由可控的底层

开源技术平台，建设区块链开源社区，培育活跃

的区块链开源生态，推进区块链技术的标准体系

建设，并积极研发服务于高校精准资助育人的大

数据芯片和智能服务器。 

    其次，各科研机构和企业要及时聚焦区块链

前沿的基础理论，加快研发具备区块链技术的各

类基础性、关键性和安全性平台，探索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数据网络模型和资助金额发放的智

能算法，构建安全、可靠的技术系统。 

    最后，高校应及时关注区块链的前沿研究动

态，加强与第三方区块链机构的合作力度，将区

块链技术的最新成果引入到高校精准资助育人

当中，打造以区块链为基础的精准资助育人模

式，实现精准资助中不同要素、不同领域、不同

层级之间的综合集成，切实将现有的资助育人资

源、力量、手段融合成一个结构合理、运转高效

的有机整体。 

    (三) 推进标准统一，打破数据孤岛 

    数据孤岛在物理层面上，指的是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数据信息在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孤立；在

逻辑层面上，指的是不同部门站在自己的角度对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进行理解和定义，缺乏统

一标准和平台。统一各个标准，打破数据孤岛，

实现区块链在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中的有效

创新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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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国家要着重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

息的区块链目录的建设，加强资金的投入，降低

技术使用的成本和应用开发的门槛，努力打造数

字的身份标准、数据共享的标准、贫困的信用标

准和跨链交互的标准等，为不同部门之间的贫困

认定、贫困金额发放和资助育人提供一个统一的

标准体系。 

    二是各级地方政府应在现有区块链设施的

基础上，积极筹划、成立专门的区块链综合服务

大厅，简化流程环节，着力打造一个充满信任和

包容的区块链生态。除了在扶贫与资助方面发挥

效用，区块链综合服务大厅也可以为电子政务、

金融、医疗、物流、城市管理等领域提供智能、

高效的区块链服务，实现各行各业的智慧互联。 

    三是高校在采用区块链技术进行高校精准

资助育人体系创新时，应积极运用 Token 激励机

制，鼓励资助者、管理者及时收集家庭经济有困

难的学生在校的综合数据信息，努力构建“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全员覆盖的精准资助育人网

络体系。 

    (四) 注重人才建设，培养专业队伍 

    《2020 年中国区块链人才发展研究报告》中

指出，目前各行各业对区块链专业人才的需求依

旧十分巨大[7]。精通区块链技术的专门人才需要

掌握数学、计算机、统计学、图书情报学等诸多

学科的专业知识，要求拥有能独立获取最新技术

知识的能力。如果缺乏专门的区块链人才，以区

块链为基础的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中哈希值

的计算获取、智能脚本的解锁、安全加密算法的

维护等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一方面，政府、科

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之间要进一步加强对

区块链人才的培养力度，积极探索“政府+高校+

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人才

培养模式，成立专门的区块链人才培养基地。另

一方面，高校在开设区块链课程及相关专业的同

时，要重视区块链专门人才的引进，尽早搭建起

区块链人才培养的系统框架，早日实现与精准资

助育人工作的有效对接。同时，高校要合理利用

现有的人力资源，加强对学生资助队伍的专业培

训，提高利用区块链技术的水平。 

    四、结语 

    高校精准资助是贯彻落实中央“不让一个学

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基本方略，有助于

激发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脱贫的内生动力，是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环节。区块链技术赋能高

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是未来资助育人工作的重

要探索，对于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着重要的实

践意义。区块链为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的创新

提供了诸多机遇，但仍旧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如

何守住区块链赋予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改革

创新的底线、避免技术过程中出现的人机伦理关

系困境、明晰高校思政队伍在其中的角色定位

等。因此，各级政府部门、高校和资助工作者都

必须冷静地分析区块链与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

系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把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实际特点和实际需求，正确厘清区块链的本质

意义，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科技发展规律，

避免掉入“技术至上”的新陷阱，努力实现高校

精准育人体系的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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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targeted funding to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moral education, promote education equity and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which 

includes targeted identification, accurate management, targeted assistance and targeted education. 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the targeted funding and education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embrace the blockchains,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 such as decentralization, 

tamper-resistance,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and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enhance its era value in the 

dimensions of intelligent thinking and politics, precis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ree all” education.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adhering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ing standard 

unification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alent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functions of blockchain to 

fully empower the targeted funding and education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make the funding and 

education more accurate, more convenient and intelligent, to make the funding effect analyzable, testable and 

judgeable, and to promote the fair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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