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19, 9(6), 713-720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19.96086   

文章引用: 刘峰, 孙钰, 吴选勇. eonDAO: 一种基于区块链治理哲学的去中心化组织的自组织治理实验[J]. 现代管理, 
2019, 9(6): 713-720. DOI: 10.12677/mm.2019.96086 

 
 

eonDAO: A Self-Organizing Governance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Decentralized  
Organization of Blockchain Governance 
Philosophy 

Feng Liu1*, Yu Sun1, Xuanyong Wu2 
1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njiang College, Wuxi Jiangsu 
2Ernst & Young LLP, Shanghai 

 
 
Received: Oct. 31st, 2019; accepted: Nov. 15th, 2019; published: Nov. 25th, 2019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ase of eonDAO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entralization, based on the core philosophy of de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blockchain, a typical blockchain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is designed and con-
structed. Through the careful design of the core rules design, extension mechanism and consensus 
mechanism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to improv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efficiency, 
reduc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cost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organization's default goals. 
Among them, it also involves the logic closed-loop operation of the certificat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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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主要是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自组织构建出发，从去中心化的角度，利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

心化协同核心哲学思想来设计并构建了一个典型的区块链去中心化自治组织。通过对核心规则的设计、

扩展机制及共识机制与决策机制的精心设置来提升组织管理效率，降低组织管理成本，最终实现组织的

预设目标。其中，也涉及到了通证在组织内外的逻辑闭环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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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是一个利用区块链治理哲学，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来实现整个组织的自治，同

时在形成共识规则及共识优化程序的共同作用下保障了一个组织进行自组织进化。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通过有别于传统公司或组织的思维管理，通过引入极具革命性质的去公司化、去

中心化的治理思维，利用前沿的区块链哲学思维来助力万众创业，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2. 去中心化组织设计逻辑 

eonDAO 利用区别于公司行政体制的管理规则，通过以核心准则为基础治理准则来构建组织治理机

制和共识机制，最终来形成一套自组织的运转逻辑。具体的组织结构设计图如图 1 所示，eonDAO 的基

础准则贯穿于全部组织的始终，规范了整个组织，不使其偏离预设目标轨道。通过精细化设计组织的发

起机制、资产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和终止机制来完成一个自组织这个有机体的治理机制[1]。同时在共识

机制的运转下引申出组织各种资源的流动机制，来使整个自组织与外界形成逻辑闭环。 
 

 
Figure 1.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eon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图 1. eon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结构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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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去中心化组织的准则层设计与实现 

3.1. 基础准则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一个基本准则需要简单明了，这样才能让整个组织目标精确且容易持续实现。

以 eonDAO 为例，其自主设定了两个基本准则如下： 
一、组织成员在作出贡献后能被公平回报。 
二、组织能不依赖初创者自组织进化发展。 

3.2. 核心准则 

核心准则实质上是一个自组织的灵魂所在，因为该准则是一个组织的“心脏”，为整个组织发展的

资源上提供持续造血的规则，同时也是一个组织的“大脑”，为整个组织的自组织进化方向上进行宏观

层面的路径规划，使其不至于随意发展而被触碰外界的各种红线[2]。以 eonDAO 为例，该组织规划了以

下的核心准则如下，可以作为参考： 
一、本共识是一个约束多方的合约，加入组织的成员默认遵守此共识所有内容。 
二、组织成员不能通过任何方式来对其他成员进行权益损害，包括且不限于暴力威胁、虚假称述、

牟利行为、诈骗、贿赂选票等。 
三、共识本身不应成为组织内任何利益方创建利益便利。 
四、共识优化过程需要满足特定的共识进化程序。 
五、任何组织成员作出违反组织利益行为需要接受对应处罚，包含且不限于通证*的追回、账户封禁、

所在地法律机构诉讼等。 
六、组织内如若发生管理条款与本共识相冲突时，以共识为基准。 
七、组织所有成员均有平等的投票权。公开投票时投票的票数一般取决于其拥有的通证数。非公开

投票如理事会处理日常事务的投票则主要取决于席位数。 
八、组织为国际性技术组织，不参与政治相关业务。 
九、组织成员应遵守各自所在地法律。 
十、在产生跨地域纠纷之时，其他地区共识机制必须基于初始版本的共识机制，避免因出现翻译或

其他情况出现纠纷摩擦。 
因为核心准则的设立好坏直接影响到后续治理通则、选举方式以及日常运营规则的设立，所以我们

需要谨慎的思考，高效的架构思维才能让后续细节设计更精巧且高效。 

4. 去中心化组织的治理层设计与实现 

4.1. 治理层的一般治理结构 

去中心化组织机构应该是一个在公平公正、高效协同、去中心化自治的原则下进行相关组织机构设

置。对于一个去中心化组织的主要治理机构，我们一般认为需要有一个主要的主力机构，同时该机构为

了决策效率，一般会分两个层级来进行设置[3]。进行决策的时候，一般会通过一个委员会或者董事会来

执行决策。然而，根据决策的重要及紧急程度，一般认为对于重要度或紧急度较高的决策事项，我们会

通过董事会全体决议，其他日常运营相关决策会委任常务理事会进行。另外还有一个涉及到组织成员相

关自治管理的组织，需要一个成员管理机构来进行治理。三者关联如图 2 所示。 

4.2. 治理层代表性组织机构的设置目的 

对于常务理事会的设立，其初衷是为了提供组织层面的日常治理。而且人数一般会为单数，方便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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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至于董事会的设立，类似于区块链节点，为了让这个组织在整个行业生态的各个领域能够有足够的

资源，需要设立既是去中心化、又是多样化的核心管理人员[4]。因此对于董事会成员的遴选，一般会通过

竞选的形式，需竞选者通过全体成员的选举，且最终获得常务理事会的核准通过才能就任董事会席位。以

此保障该核心决策人员能够胜任且能够给这个去中心化组织带来足够自组织进化下去的资源和人脉。 
社区成员：社区全体成员主要是定位于能够为社区起到贡献的人群。主要定位为技术开发者、社群

文化建立者、品牌文化推广者、资 本流通协助等。 
 

 
Figure 2. Common decentralized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2. 常见去中心化组织机构关系图 

4.3. 治理层的流动性机制设计 

以上三个机构设置有对应的选举权及流动机制，来促进整个治理层组织达到共识。 
对于理事会而言，一般来说理事会的进入渠道主要是从董事会选举产生。理事会成员的选举每年一

次，每届理事会成员不能连任超过三届，每年选举名额为理事会排名贡献后三名。卸任理事会成员自动

成为董事会成员。特别优秀的组织成员可以通过全体投票决议经过选举进入理事会。 
对于董事会，其选举频次为每年一次，董事会成员连任不设限制。董事会成员自满额开始，每年贡

献排名最后 30% (含)的成员丧失董事会成员资格，同时没有贡献的董事会成员会自动丧失董事会资格。

失去资格的董事会成员自动成为社区成员[5]。空缺的董事会成员通过补选的方式在三个月内补齐完毕。

董事会成员可以通过理事会成员选举进入理事会。 
至于组织成员的人员管理，我们一般认为从外界吸收的新成员通过申请注册和经过简单的审核之后，

即可成为本去中心化组织的成员。而且组织成员同样享有与常务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相同权益，即做贡

献及公平获得回报的权益以及投票权益[6]。拥有本去中心化组织通证的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成员需要通过

注册程序之后方能成为组织正式成员。同时依据组织的共识自动享有投票权。另外，组织成员可以通过

走董事会成员竞选通道来进入董事会。 

4.4. 治理层的共识机制设计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治理共识机制设计即对已经存在的流程进行执行或者重新优化的流程设计。在

本论文中，我们着重讨论对已经形成共识流程重新优化的流程设计。 
如果我们想要对已经形成共识流程重新优化的流程设计。此时我们需要由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均可以

发起。如在 eonDAO 这个组织中，其共识流程优化的申请条件如下： 
一、常务理事会成员 50%以上同时申请启动共识优化程序。 
二、自发起之日起，持有本组织通证量大于 15%的团体联名向常务理事会提出优化共识流程申请，

且常务理事会经投票后结果是赞成票数大于否定票数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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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两次申请间隔必须长于两个月时间。 
另外，对于通过共识优化申请，且推出修正案的最终确认需要共识优化委员会所有成员 90%以上赞

投票才能通过。而且共识优化过程时间自启动开始不能长与三个月，否则自动退出此次优化程序。这些

流程保证了一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具有自我优化、自我调节的功能，来适应日益变化的外界环境，类似

于一个生物有机体进行自我演化。因此，一个共识机制中能够对整个组织的共识进行自我调节，作为一

个去中心化组织是必不可少的。 

5. 去中心化组织的执行层设计与实现 

5.1. 激励机制的系统设计 

一个自组织的去中心化组织能够继续演化下去需要有一个内在的经济循环逻辑，因此对于推动组织

运转的各类成员，也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激励机制。一般从组织成熟度角度来思考，时间节点可以为两部

分：一部分是组织成熟前的激励机制，另一部分是组织成熟后的激励机制。本论文尽讨论组织成熟前的

激励机制。 
我们来定义组织整体发展期设置为五个阶段：创始期、启动 期、成长期、成熟期、自治期。对于

每一个阶段，我们需要设计对应激励细节，以及各类成员持有本组织通证相关联的退出交互机制[7]。
一般来说，设计细节需要通过常务理事会进行针对性研究、讨论及投票后给出设计方案到董事会进行

整体决策。 

5.2. 激励机制的一般设计 

激励机制在本去中心化组织中更多的采用通证来进行设计，因此我们是通过通证分配相关的设计逻

辑来具体定义五个阶段的。 
一般而言，一个自组织项目从筹备到正式启动这个期间，我们做整个组织的具体策略配置和人员配

置，结束时间一般为组织宣告成立之日为止。在这个阶段，一个自组织正在形成，而且通证的详细方案

和实施还没有启动。 
在去中心化组织宣告成立之后，其自身的资源和盈利项目也被陆续提出。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会通

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来吸收外界的资本，同时对应项目在产生一定的价值的基础上，组织会自发的分配对

应的份额通证到相关联的组织成员手中，同时已经分配和通过智能合约发行出的代币在各种渠道开始被

交易。 
一般而言，一个处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成长期的自治组织整体的价值通过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取

决于整体组织下面运转的创业项目及营收性活动的整体估值，另一方面取决于组织的通证的整体市值。 
组织进入成熟期后，整体通证应该被市场所接受且正常流通在数字货币交易所当中。整个组织的运

转情况会直接影响到通证的市值，同时组织持有的通证也能在需要融资之时通过智能合约按照整体董事

会的决策来发行所需的通证量。 
组织到了自治期，在这个阶段应该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架构机制，其组织自身可以自我调节，自我

演化。 

5.3. 资产管理机制 

资产管理包含组织收入和组织支出及资产保管三大模块。同时还包括组织若进入终止程序之后的处理。 

5.3.1. 组织收入结构设计 
对于一个去中心化组织收入来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点来执行：捐赠收益、孵化项目收益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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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收益。以 eonDAO 为例来看以上这三个点。 
对于捐赠收益，可以分为内部收益和外部收益。内部收益是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人员在早期性价比和

风险均相对较高获得通证的奖励，同时作为早期组织的公共支出池提供支出。外部收益是指外部组织的

捐赠善举，其为 eonDAO 组织壮大贡献经济力量和资产量。但即便如此也不构成任何的交易和利益关联

关系。组织不承诺对每一个捐赠都会有组织内资产的回报，也不构成任何直接的利益关联关系。相反，

eonDAO 尽可能避免组织内直接利益方大额的捐赠来打破公正公平的 DAO 生态平衡。 
孵化项目回购是 eonDAO 完成代币闭环的必要部分，同时作为激励社区成员为超早期项目孵化、从

概念到实施模型阶段提供贡献的回报闭环之一。 
其他组织收益包括组织之间通证互换、品牌收益及投资收益等等。 

5.3.2. 组织支出结构设计 
使用支出通常包括完成组织任务后的通证奖励、特别贡献者奖励、和其他支出。通证奖励和特别贡

献者奖励主要在于组织内部的支出。其他支出主要在于组织和孵化项目之间及组织和外部的支出。无论

何种支出都需经过理事会决议并完整记录，并且支出数据需有第三方进行年度审计通过。 

5.3.3. 资产保管制度设计 
由于在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中，一般其自身的资产形式为法定货币和通证，因此对资产保管主要是对

以下三类资产进行管理：两大硬通货通证如比特币、以太坊的私钥、法币及其他通证的管理[8]。本组织

的资产授权保管由每届理事会进行提议、投票最终选举决定。 

5.3.4. 组织进入终止程序后的资产处理方式 
上面提到组织有形资产主要是三种形式：两大硬通货通证如比特币、以太坊的私钥、法币及其他通

证的管理。 
对于组织资产优先配置于还未结束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尽最大可能保护正在进行中项目的运营。同

时对已经结束或者还未正式开启的项目进行资产清算。根据具体情况，资产对于孵化项目可能会出现以

下两种情况： 
一、对于组织资产如果不能满足所有正在孵化项目预算的情况，组织按照项目启动顺序优先全额满

足排名靠前的项目。对于其他未能获得孵化资金的项目采取清算处理。 
二、对于组织资产能够满足所有正在孵化项目预算的，资产分拨到位之后剩余的资产需要经过理事

会审议并给出分配方案，由组织所有人 员进行投票。投票结果生效的前提应该同时满足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投票结果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有效票数。其二，投票的赞成票数需要大于否定票数的一定百分比才

能生效。 
同时，对应无形资产，主要包含且不限于跟外界的合作、品牌价值及组织内部由价值的品牌归属于

终身荣誉常务理事及终身荣誉董事。 

6. 去中心化组织的发起及终止机制设计 

对于一个组织的发起和终止机制，均需要通过由共识流程中决定的重大事项决策流程来进行。一般

性流程而言，首先是常务理事会发起申请，然后通过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之后然后进入对应的处理阶段。

如果是驳回则不用处理，如果是通过，则进入对应的发起或者 终止流程中。 

7. eonDAO 的执行案例的部分逻辑与详细数据 

eonDAO 自身治理逻辑设计及通证内部流转设计如图 3、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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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eonDAO 自身的治理逻辑设计图可以看出，其整体逻辑是通过治理架构保证组织的自组织演

化，通过内在通证逻辑来保证组织内部执行层面的闭环实现。由图 4 可以看到，内部通证逻辑的核心还

是在于组织成员的贡献、回报以及相互逻辑关系的思考。 
 

 
Figure 3. Governance logic design 
图 3. 治理逻辑设计图 
 

 
Figure 4. Internal flow logic design diagram 
图 4. 通证内部流转逻辑设计图 
 

同时从数据角度来看，eonDAO 项目启动自 2018 年 1 月到 2018 年 7 月。eonDAO 孵化项目六个，

完成大项目任务 61 个，社区人数 1000 多人，通证账户数 1877，交易数 2096 个。 
可以说对于一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实现案例，eonDAO 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小型案例。 

8. 小结与展望 

本论文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来对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进行了全面的设计，同时还有一些可以优化的地

方，如对自组织的外在经济模型设计、程序执行流程化以及无人化的全流程支持体系还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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