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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元宇宙和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技术应用，助推了加密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加密艺术领域逐渐成为了各大

品牌企业争夺数字营销话语权的新高地。新兴的加密艺术作品的传播，具有唯一性、可追溯性、稀缺性

等重要可传播特点；数字传播链上的具身体验、数字交往与新型媒介社会化、数字传播的创新扩散是主

要分型原理；加密艺术市场也面临着诸多数字传播风险，未来需要更多的数字合规性监管。应健全加密

艺术市场的数字传播生态系统和监管机制，促进数字经济和数字艺术市场的良性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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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averse system and the decentralize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have booste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encrypted digital art market. The field of encrypted digit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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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high ground for major branded companies to compete for the right to 
speak in digital marke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emerging encrypted digital art works has impor-
tant disse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uniqueness, traceability, and scarcity; embodied expe-
rience on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chain,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new media, 
and innovative diffusion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are the main components. The encrypted digital 
art market is also faced with many digital communication risks, and more digital compliance su-
pervision is required in the future.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ecosystem and regulatory mechan-
ism of the encrypted digital art market should be improve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ar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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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期，紧随元宇宙应用场景逐步落地，诸多国际知名企业相继发布了区块链云端加密的数字收藏品

和数字艺术作品，通过数字化转型后的营销渠道加速吸引互联网流量，实现互联网端虚拟资产和数字品

牌竞争力的持续增长[1]。例如，奥迪厂商发布了系列加密艺术作品，采用数字艺术盲盒的形式，并通过

加密技术和区块链限量铸造与数字作品发行方式，以此作为增值服务链接高端客户来强化极致的用户体

验和可持续后端服务黏性；还有一些海外游戏公司推出了限量精致特征的游戏角色模型，玩家可以在智

能游戏中收集、分享并出售与角色采集相关的加密艺术藏品和数字配件，来获得置身元宇宙世界交互的

全新娱乐感官交互体验。此外，国际奥委会在本次冬奥会活动期间推出了限量版的加密艺术藏品来拓展

冬奥会吉祥物和冰雪周边商品的数字传播范围，在全球疫情物理隔离背景下，高效地塑造了冬奥会组织

机构的整体品牌形象，并促进了遍及全球和国际间的体育文化广泛传播效果，加深了国际民众对冰雪运

动心智的偏好认知和良好印象。加密艺术这个全新的电子媒介亟需获得理论层面的界定和传播原理的探

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并规范加密艺术市场的合规经营和长期有序发展。 

2. 加密艺术的界定与特性分析 

2.1. 加密艺术的界定 

加密艺术，是非同质化代币的一种类型，是一种在区块链上获得认证的智能合约，独一无二，不可

拆分替代，目前多为映射数字代码形式的加密艺术收藏品源文件，可涉及的多媒体形式包括音乐、绘画、

游戏、图书、电影、动漫、电子门票等虚拟与现实链接的文化产品，其市场价值由区块链技术链上的发

行和循环传播、数字分享来确权体现[2]。 

2.2. 加密艺术具有多重特殊属性 

2.2.1. 唯一性 
每一个加密艺术作品映射着特定区块链上的唯一源代码，每一笔加密艺术收藏品的交易和分享都会

记录在去中心化的云端公共安全链账簿上，加密艺术作品交易通过智能合约自动实现，具有标准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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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性、不可篡改等特征。这样的好处在于数字作品获取者能够有效实现数字作品的拥有权和使用权的

版权认证；由于数字作品唯一性的特性，数字作品具有了收藏价值，并且由于是限量发行，为加密艺术奠

定了数字确权的市场基础，实际上，每个作品都成为了数字收藏者手中的虚拟资产。这种虚拟资产在区块

链市场上同样具备了数字经济价值和循环交换价值。与此同时，避免了无限复制造成的无序交易陷阱[3]。 

2.2.2. 可追溯性 
加密艺术藏品的历史所有权记录在区块链云端安全链账簿中，这也意味着一个加密艺术藏品的每一

笔交易都是公开透明的，而且可以追溯到之前的艺术创作者和具体的数字发行对象，方便数字藏品的所

有权和使用权的确权。可追溯性，使加密艺术的市场交易变得公开透明，一方面仍然保护交易方的匿名

性，于此同时对当事方可以有效实现在交易过程中进行实时记录，使得整个市场的交易行为都能够及时

被追踪和查询。另一方面，为数字确权提供了全面的合规监管基础，避免出现虚假交易、交易失败和信

息不透明可能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风险。 

2.2.3. 稀缺性 
数字艺术创作者可以对加密艺术藏品的供应量设置上限，保证发行和数字出版的限量性，这也是加

密艺术收藏品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和可流转性的前提。加密艺术作品的稀缺性，能够强化电子消费者对

数字艺术藏品的渴求程度，促进市场热度的持续升温，能够带动加密艺术市场的循环有序发展，这种市

场需求迭代过程，也是导致加密艺术快速传播并获得市场认可的根因，塑造了它的可投资价值属性。 

2.2.4. 可传播性 
数字艺术创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安置在区块链的云端公共传播链上，有人使用了他的作品，他就能第

一时间获悉，并且数字创作者会收到相应的数字版税利润结算。区块链技术既保护了数字艺术品的版权，

也有助于促进加密艺术藏品市场的有效交易、转置和高频次传播分享，从而带来高效的数字经济增量。

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市场交易模式，加强了传播和分享的信息密度和交易频次，每日数以千万计的流量既

带动了加密艺术作品本身的传播曝光度，也促进了加密艺术整个市场环境在公共视野中的传播渗透率和

传播发酵深度。 

3. 加密艺术的传播原理 

3.1. 数字传播链上的具身体验 

基于数字传播链上的具身认知，为加密艺术提供了一种生态交互关系下的审美体验和收藏感知特性，

使观众获得认知层面的临场感知、形象确认和场景确认。通过电子虚拟技术将艺术审美回归于人对稀缺

性和艺术性的渴望和追求的本质层面上。基于数字传播链上具身性体验，能够整合化身性想象、协调虚

拟艺术创作的多维要素，将人类的艺术构想以虚拟收藏形式呈现，从化身知觉层面构建深度自我认同，

建立数字形象认证、并促进心灵获取通道的满足感和归属性。通过数字传播链上的具身体验，充分挖掘

加密艺术的人文艺术价值和市场流通热度，为加密艺术创作者和收藏玩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数字传播生

态系统，重构人与技术、人与艺术、人与人际传播、人与商业的和谐生态关系。伴随元宇宙应用场景和

虚拟技术研发的持续迭代落地，未来加密艺术将不仅是出现在区块链的云端交易系统中，而是在元宇宙

的游戏社交环境中，玩家不仅可以从专业的数字艺术创作者和数字艺术交易中心购买符合心意的数字藏

品，还可以在游戏人物角色的扮演过程中，成为数字创作者和数字链接本体，通过发型、面部特征、配

饰、服饰、电子宠物、居住的电子场所，电子家具装饰等多种电子零件的自我设计和数字分享过程中，

充分实现加密艺术作品的虚拟社交属性，玩家将会逐步成为数字化的虚拟资产的拥有者和数字交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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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浸者。加密艺术的演化形态，将数字玩家从获得数字具身体验和数字化身想象进化到虚拟数字财产

所有者的数字人，进而实现元宇宙数字社会形态的根本性生态转变。而整个演进过程，也会加速沉浸式

传播的社交角色更新，和社会公共注意力资源通道的优化升级[4]。 

3.2. 数字交往与新型媒介社会化 

在数字交往所重构的线上交往实践与虚拟交互的交流系统中，不仅有社交的媒介化，还有数字媒介

的社会化。伴随加密艺术市场和元宇宙热度的不断升温，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依托互联网、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来获取便捷、高效且愉悦的虚拟社交通道和数字娱乐体验[5]。通过加密艺术藏品

的分享、展示、交换、流通、快速传播，来获取数字形象和数字世界的进一步认证，并以此获得在区块

链传播系统中的数字生存地位，构建专属的数字领地。加密艺术将会成为人类数字社会交往的一种重要

表现形式和审美意识交流的高级表征形态。众所周知，人类的根本属性是社交属性，互联网的高度发展

和虚拟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已触发了数字革命和智能革命在社会创新领域的进程加速，任何新奇的事

物将很容易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加密艺术的收藏和分享，促进了元宇宙社交应用场景的快速扩散和落

地，消费者在数字环境中的交际和数字藏品的展示过程中，实现了数字交往向着积极增强的趋向进化。

通过这次全球疫情，大大限制了人们基于物理环境的娱乐活动和社交活动，数字娱乐成为了吸引人们投

入注意力的新兴社交领地。加密艺术恰好满足了这个全球发展趋势，加密艺术作品的欣赏和收藏，成为

了通往元宇宙数字交往的“摆渡人”，在数字交易和数字展示的虚拟传播系统环境中，人们开启了数字

社交崭新的可能性，这也必然成为新型传播媒介社会化的升级产物[6]。 

3.3. 数字创新扩散的传播生态演进过程解析 

罗杰斯认为，“创新”是被采用的个人或团体视为全新的一种方法、思想或实践，“扩散”是创新

通过一段时间，经由特定的渠道，在社会成员中传播的过程，这个基本社会过程包括知晓、劝服、决定、

实施、确定五个阶段。加密艺术媒介在帮助人们获知创新的阶段效果显著，在社交传播过程中，新兴意

见领袖尤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中心作用。最近在社交媒体报道中会发现很多明星和网红成为加密

艺术经济活动的话题中心，有人在加密数字市场买虚拟地产，有人通过数字头像的创作成为数字市场操

盘的变现高手，还有人为一个赛博风格的数字头像在拍卖会上发出天价成交申请。加密艺术相关论题不

断成为公共话题资源卷入的焦点。区块链虚拟币的交易在与艺术作品的成功耦合过程中，促进了数字技

术创新的持续扩散，逐渐成为创新市场的新宠，这个过程笔者认为不是事件的终点，而是通往元宇宙世

界的船票，未来已来，伴随智能技术的持续扩散，将会有更多新兴产品和新兴应用领域为数字玩家带来

更新鲜、新奇、新知的饕餮盛宴[7]。 

4. 加密艺术的局限和未来挑战 

任何新兴事物在市场趋势发展过程中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加密艺术一方面促进了区块链市场和数

字艺术领域的深度合作和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加密艺术链上传播也存在着诸多合规风险和未来挑战。 

4.1. 盗版风险 

加密艺术藏品虽然具有唯一性和可追溯性，但由于市场炒作的不断升温，数字传播链平台外部仍然

面临盗版问题，如果电子知识产权侵权者的身份不可知，发行人的数字著作权维权将变得十分困难。目

前来看，加密艺术领域缺少一定的合规监管机制，其稀缺性也成为了推波助澜的诱导剂，极易引发对数

字艺术藏品的过度炒作，市场的波动性也导致加密艺术行业存在泡沫风险。可以预见，随着加密艺术的

进一步发展，相关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也迫切需要进一步落地，数字艺术创作平台、数字艺术市场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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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艺术宣传销售、数字艺术交易流通的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处于监管合规的法内空间。 

4.2. 电子欺诈 

加密艺术的唯一性仅在数字资产铸造上链后实现，这个唯一指对应独有的区块链加密代码，但数字

资产本身若存放不当，他人仍可通过复制到其他公共传播链上进行二次铸造和售卖，消费者在选购时如

果不留意，就很容易买到假货。电子欺诈的跨境操作空间，电子欺诈的隐蔽性，电子欺诈的难以追查性

都为数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消费者在买到假货后可以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

民法典中有关欺诈的规定，进行买卖合同的撤销。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然需要更多案例的裁决和交易数

据的进一步支撑。 

4.3. 资本流转 

加密艺术品很难有较为客观的估值，在加密艺术品的交易和流转中很容易脱离监管，无论是艺术品

还是虚拟货币，两者都很容易滋生洗钱的场景。建议加密艺术平台做好风险防范和刑事问题预警机制，

对平台内部的信息流动和资金流向进行监督和管理，发现明显异常的交易行为，及时向相关部门进行报

告，并向交易当事人提出警示，以确保灰色地带没有持续发酵的可能。 

5. 健全加密艺术作品数字传播系统的基本措施 

任何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加速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应用与落地，促进数字经济系统的快速崛起，加密

艺术作为新兴领域仍然是一把双刃剑，必然存在诸多风险和不足，对于未来数字行业的发展，应当强化

数字传播生态系统的保护，以期实现该领域的良性有序循环运行。 

5.1. 加强加密艺术数字确权保护 

加密艺术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媒介，凝结了数字艺术创作者的辛勤劳动，针对数字发行方面应当强化

数字版权的保护，促进数字艺术创作的良性循环，在区块链传播交易过程中，确保加密艺术创作的版税

收益，防范盗版产品干扰市场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电子消费者电子购买后的数字所有权和

数字使用权，数字交易权相关的保护，电子消费者是市场发展的持续动力，保证数字交易过程的有效规

范，在数字作品可追溯过程中及时保证电子消费者的知情权。 

5.2. 监管加密艺术交易的市场波动 

由于加密艺术作品的限量性和稀缺性，再加之艺术的收藏属性，很容易导致市场过度炒作的问题，

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市场交易层面的监管，降低虚拟货币的流通，对于投机性交易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和合

规性核查，保证数字市场环境的有效传播和良性运行。 

5.3. 强化加密艺术交易风险事件的认知传播 

加密艺术的交易存在诸多风险，应当在尊重市场环境的同时，对数字玩家进行风险教育和数字媒介

素养教育，有效预防加密艺术在数字传播中可能遇到的一些交易风险。加强对公众的数字风险的认知传

播，在面对新事物的时候，要保持严谨的接触态度，不要堕入不良的灰色地带和投资陷阱。建立并健全

加密艺术传播联盟，第一时间建立黑名单和白名单平台机制，强化对不良平台和不良数字交易者的问题

风险预警。 

6. 结语 

从行业整体来看，加密艺术正在加速将艺术收藏的边界从物理世界延伸到虚拟世界。基于区块链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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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加密艺术藏品，与现实中对应的艺术品形成唯一的映射关系，每个加密艺术藏品都具有独一无二的

区块链编程代码，作为加密艺术藏品在公共区块链市场上唯一的智能合约凭证，这也对艺术创作者的著

作权、收藏玩家的确权保护以及整个数字艺术市场的内容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密艺术将伴随

元宇宙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化而日益获得公众的兴趣，数字收藏艺术市场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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