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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本聪创立比特币，在此基础上，区块链的概念诞生了。

Gartner管理咨询公司认为区块链有五大要素：分布式、加密、不可篡改、通证化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是其中最重要的概念。

（来源：网络）

上述三种共识机制都是用在公链上，公链的节点是开放的，节点无需得到授权，可
自由决定加入和退出。去中心化是这种自由的基本保证。与公链对应的是联盟链。
联盟链的节点必须得到中心化权力机构的授权才能加入，联盟链适合应用于行业或
大企业内部。所以，联盟链的去中心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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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链因为有中心化权力机构存在，在性能上能够处理得更好。联盟链一般采用拜
占庭容错共识机制，即BFT-POS机制。该机制又可分为实用拜占庭容错机制（PBF
T）和代理拜占庭容错机制（DBFT）。这两种共识机制各有特点，前者适用于节点
数量众多的联盟链，后者则为节点数量较少的联盟链采用。

05，治理

大部分人并不关心网络的去中心化，那是计算机专业人士的工作。治理的去中心化
则跟每个人息息相关。

区块链世界有个专有名词“DAO”，指分布式自治组织，其管理模式就是去中心
化治理。

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不能说哪个
更好，只能说各有特点
。一般来说中，中心化治理效率高，去中心化治理更加公平。

关于“去中心化”的治理有三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认为，公平优先。区块链项目必需是彻底的去中心化（特别是公链项目
），任何中心化的企图都是对自由的剥夺。毕竟比特币就是为自由和隐私而生的。
希望区块链能构建一个更加自由的乌托邦。坚持这种理想的人是区块链原教旨主义
者。

第二种态度认为，效率优先。传统的公司治理把绩效作为核心目标，绩效包括效率
和效果。公平则放在次要位置。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口号也是“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现在则把公平提到了跟效率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国家治理的进步。
对企业来说，如果认为企业是股东的（法律上就是这么认为），绩效就还是比公平
重要。而去中心化治理似乎效率不高。我把这类人称为古典管理主义者。

第三种态度认为，要平衡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要辩证看待“去中心化”。在效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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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同时兼顾公平。因为
效率关乎项目的生死，对一个活不下来的项目谈公平没有意义。

长铗认为：

“去中心化”并不是一个描述结果的词，而是一个描述过程的词，结果的去中心化
并不意味着过程的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的本意是指，每个人参与共识的自由度。他有参与的权力，也有退出
的权力。在代码开源、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参与和决策的自由度，即意味着公平。
可见，“去中心化”并不是什么新词，它其实就是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市
场的自由竞争。

去中心化既不是要消除中心，更不是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具有政治含义，它完全是
一个中性的词，核心理念是自由竞争。

我赞同第三种态度，我把这类人称为实用管理主义者。

06，启示

因为区块链的出现，“去中心化治理”成为管理的重要课题，我认为DAO是管理
创新的大方向。今天DAO的理论还很零碎，管理学需要围绕DAO建立完整的理论
体系。

自百年前泰勒提出科学管理以来，管理思想总在创新发展。那么在这些变化的背后
有没有始终不变的东西呢？我认为有。如果用一个词概括管理思想，我认为是“中
庸”。即使“DAO”的出现，中庸思想依然有效。

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庸之道就是在极端之间找到平衡，管理是中庸的智慧
，也是平衡的智慧。对“DAO”来说，绝对的中心化和去中心化都有问题，都不是
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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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于DAO，主要有两类含义：

一是多中心化。从过去的绝对单一的权威演变成多权分立共治，在保证效率的同时
也能兼顾去中心化的民主和适度公平。

多中心化有点像美国的政体，横向上三权分立，纵向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没有
隶属关系，多个彼此独立的权力体系协调运行。

二是弱中心化。中心机构的权力弱化，多个分布式机构拥有更多权力。这能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中心机构因为权力过大造成的腐败，也能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可能造成的
大恶。

弱中心化有点像欧盟的政体。表面上有个代表欧洲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各成员国依
然拥有很大的主权。

多中心化和弱中心化既不同于独裁体制的一言堂，也不是完全去中心的乌托邦。它
们是去中心化治理的中庸之道。

我认为创业项目（哪怕是追求去中心化的公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坚持中心化启
动，积极拥抱去中心化，在过程中推行“渐进式去中心化”。去中心化是个漫长的
过程中，切不可操之过急。

小结：

一，“去中心化”有优点，也有缺点；

二，“去中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

三，“去中心化”是过程，不是结果；

四，“去中心化”是未来，不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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