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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2008年中本聪《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论文及之后的软件的发布正式启动了比特币金融系统，随后比特币从技术极客到炒作军的介
入，比特币的价格不断破新高，其背后的技术也被挖掘出来成为区块链概念不断发展。

2015年以太坊将智能合约的概念带入区块链，从而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支持可扩展的公链出来。大量的经
济模型被提出，然后构建各种实验系统。瞬间引起的资本的注意，大量资本冲入，非常热闹。高性能公
链系统EOS的提出更是出现了史上最大的公链融资项目。

后来基于公链上的应用DEFI，跨链、NFT等的兴起又带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投资投机热。

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DAPP都是在币圈内部炒作投机，很少见到有系统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提高
现实生活中的效率。而本文提出的渔翁系统确是一个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信任
问题，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既可以降低陌生人间的交易成本，又可以提高交易的安全性。

 

2. 系统简介  
渔翁系统是一个基于区块链公链智能合约生成虚拟信用的系统。它通过超额抵押有价值的虚拟资产及若
干逻辑组合来生成虚拟信用，基于生成的虚拟信用后用户就可以实现安全的交换或者交易。任何人都可
以通过该系统产生自己的信用。

该系统的命名灵感来自于中国一个古老的寓言故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讲述河蚌和鹬鸟这两种动物相
争，都不想退让，最后被路过的渔翁得了便宜的故事。在这里启示交易的双方在遇到纷争的时候要多站
在对方的立场理解纷争的原因及责任，应该或者能够让步的时候就好好协商，履行约定。如果因纷争互
不相让，而最终违约。那么渔翁合约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就会落下，双方两败俱伤，最终渔翁得了利。
当然渔翁是个善良的角色，所得之利将用于公益方面。

通过借用这个深刻而且极具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来命名这个系统。系统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通过“预设
条件”算法用户可以安全地抵押资产，不用担心对方或者其他人恶意的欺骗而被锁定无法取回。二通过
“与锁”算法机制，即双方都解锁，资产才能取回的机制来实现违约方不可无损失，从而保证交易的安
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有遇到陌生人间非面对面的交易或者交换需求。特别是现在元宇宙的概念催生出
很多玩法，玩家大多都上线上交流，这就会有交换或者交易的需求。而在有利可途的环境下，骗子大行
其道，任何轻信都有可能蒙受损失，这时候就需要有个安全的通道作为第三方来保证安全的交易。以前
在有这个需求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会想到专业的第三方，如ESCROW、支付宝等。但是这类第三方由于
需要运营庞大的团队的成本而导致费用不菲，可能收费远大于交换物/交易物的价格。也有可能他们根本
不会受理这些小单。在这种情况下，渔翁系统可以帮你很大的忙，它成本极低，但是很安全，它也不会
因你是很小的单而拒绝你。因为这一切都是可以由交易双方自我掌控。

因而可以想象这是个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的系统，凡是跟信用安全相关的需求都可以考虑使用该系统。它
可以解决物与物的安全交换，也可以解决物与钱的安全交易。跨链交换虚拟资产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该系
统简单的实现。在元宇宙中，它可以作为连起一座座孤岛，作为各元宇宙之间，元宇宙和现实世界之间
的桥梁。这个系统的另外一个价值在于可扩展性，可以基于虚拟信用的概念开发各种各样的应用，以解
决特定的领域的问题。

当然要完成如上所说，你需要耐心来理解系统的独特的设计思想，它并不复杂。该系统可以使用基于智
能合约的公链来实现。 在这里我们先基于EOS公链来实现，以充分利用EOS独特的性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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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功能  
该系统的核心功能是通过超额抵押及非达成不可取回来产生虚拟信用，从而实现了违约者不可能无损失
的目标。所以要使用该系统来解决你的问题，你需要有链上资产。下面介绍功能的实现流程逻辑。在这
个模型中，发起方称为邀约方，接受邀约方称为应邀方，渔翁协议作为第三方。

3.1. 邀约  
第1点指定参数的设计是防止其他人来恶意的调用合约来锁定你的资产，如果没有指定对方抵押物数量和
应邀账号，那么其他人没有提供抵押资产就调用合约来锁定你的资产，导致你无法取回。抵押物数量的
选取要使其总体价值是交易物的一倍以上，否则在出现违约情况下有无法保证交易的安全。

3.2. 应邀  
第2点，应邀方需要提供不少于邀约方指定的数量的抵押物方能执行锁定成功，否则无法锁定动作。一旦
锁定后，除非双方达成一致，都同意并都执行解锁后，抵押的资产方可取回。如果未能达成一致，或者
有一方未按约定执行，那么另外一方不应解锁，否则就会遭受更多损失。通过渔翁系统把安全掌握在自
己的手里。当然实际交换或者交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可预料的问题，这时候需要双方实事求是，秉
着善意作些合理的退让或者让步，分担因未预料而遭受的损失。

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可以请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来评判或者裁决。但不管怎么样，在最终执行约定前不要
解锁抵押资料，这是协商谈判的筹码，是安全的保证。系统无法判断是谁违约了，系统只是提供给双方
一个不解锁对方抵押资产的权力来使双方有协商的筹码。如果最终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渔翁合约就会将
双方的抵押资产没收。当前初始的处理这些没收的资产将主要用于自然灾害的公益捐款，抵押资产的原
所有者可以保留署名权。用心的读者肯定想到了这抵押资产的价值与交换/交易物的比例设定是安全的关
键。这部分在安全机制这个章节详细论述。

3.3. 交换或交易  

af://n34
af://n37
af://n633
af://n635


第3点，由于在第2点，应邀方根据条件应邀锁定自己抵押资产，此时双方已经都无法取回资产，这个设
定是安全的关键。此后交易/交换双方就可以安全地交易/交换交易物了。双方谁都可以先发送交换物，
只要双方执行约定，能够将交易物送达对方即可。为了降低在违约情况下的损失，这里提出一个叫“先手
之权”，即承诺先发送交易物并且确认对方收到的一方可以抵押资产少于另外一方。这种情况下比对等抵
押模式在违约的情况损失要小。

3.4. 解锁抵押  
第4点，在完成交易没有疑异后，双方就可以进行解锁抵押物的流程。解锁可以任何一方先发起。唯一要
注意的是解锁是在双方已经完成约定的交易后才可以，否则有可能出现损失。在双方都解锁各自的资产
后就标志这该交换的完成。在使用该系统的时候要避免思维上的限制或者误区，即锁定后双方是可以进
行多次的交易或者交换。也就是说渔翁系统是建立一个安全的通道，而通过这个安全通道可以完成多次
交易。

3.5. 释放抵押资产  
第5点，在双方都释放锁定的资产后，系统就会释放双方的抵押资产锁定。此时双方就可以取回各的资产
了。

从以上步骤及要点看，在整个过程中，系统不触碰用户的交易物。这个设计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也增
加了隐私性，可应用的范围也更广。用户通过渔翁系统生成虚拟信用后，可以进行多次交换或者交易。
从这也可以看出渔翁系统是用来提供一个安全层，建立一个安全通道，而不会对交易的细节进行限制。
最大程度地提高灵活性。

 

4. 安全机制  
从上一节的介绍，我们知道渔翁系统通过邀约方的条件指定来保证自己的资产不会被恶意锁定。解锁时
通过“与锁”保证双方都满意交易结果后才能取回抵押资产。这两个是渔翁系统的硬性逻辑来保证交易安
全。而实际还需要配合参数的设定逻辑来保证总体的安全。仔细思考的人已经发现了抵押物的数量选定
是最终安全的保障。如果超额抵押物设定不合理，不能对对方的心理产生限定预期，就不能好好保障安
全。这里我们来仔细分析这个问题，即抵押物的超额数量应该设置多少才能更好的保障安全。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正常人都是损失厌恶，如果有损失的可能，那么作恶的行为就会受到限制。除了这
点，人还会受相对损失的感受情绪影响，比如以对方损失比自己多来自我安慰。那么系统参数选定的时
候在这两种心理做一个平衡就很关键。 当然系统会有足够的时间让双方都冷静地理性思考，所以厌恶损
失的心理起主要作用。但是从威慑力的角度，强调相对损失心理也会影响双方的最终决定。以下显示双
方如果出现相争不让的情况，或者出现违约的情况双方的损失对比。

以下是依此绘制的变化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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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出现违约时，随着抵押物相对交易物的倍数不断提升时，双方的损失就越接
近，也表示安全系数越高。安全的起点在于抵押物为交易物的一倍以上。所以为了实现“不让违约者没有
损失”的目标，超额抵押需要至少要一倍交易物价值。

渔翁系统并不会限制你配合其他的安全机制一起保障交易的安全。当交易的双方无法直接协商出结果，
那么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控制权交给双方都信任的第三方，由他们裁决纠纷。

对于解决遵守规则的守约人却损失的更多的问题。应该这么说，骗子应该是不愿意以自大的损失来换取
他人更多的损失，所以骗子应该会离开这个系统。除此之外就是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双方无法在
由谁负责这些问题上产生了纠纷，且不愿退让的。那么这时候渔翁系统方将没收双方的抵押物。没收的
抵押物会留一小部分用于系统的运营，大部分用于自然灾害的捐款，抵押物原所有者将保留有署名权。

 

5. Roadmap  
在能够获得与预估相近支持的情况下，按照如下的演进路线推进。

1、在2022年第一季度末实现MVP(Minimum Viable Product)，即实现系统的核心功能：生成虚拟信
用。（该部分当前接近完成）

2、在2022年第二季度前后，招募社区自愿者参与最小系统的小规模内部测试。另外一方面完善其他功
能，如邀请奖励机制等。

3、在2022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前后，建立社区DAO组织，提供面向所有人使用的系统。

4、在2022年第四季度前后，开发基于telegram机器人的系统，让交易者可以用社交工具就可以使用。

5、在2023年一季度，在评估安全后，全面开源。

 

6. 系统经济模型  
本章节描述系统的收入来源，如何分配这些收入。

6.1 收入及分配  
渔翁系统作为一个可扩展的系统，其可能有如下几方面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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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质性锁定收取的手续费。

2、可扩展应用接入时接入服务费。

3、违约后渔翁得利部分留存运营费用的部分。

这些收入都会通过一定的机制分享给系统、社区的建设者、参与者。分配机制最终由去中化DAO制定。

6.2 积分TOKEN发行（尚未确定）  
目前暂未计划发行，系统的运行也不依赖于TOKEN。

另注：后期如为了提供构建DAO管理的权力分配，且在合规可行性下，发行积分TOKEN。这些积分都将
免费发放给渔翁社区的贡献者、参与者。

 

7. 参考  
[1] 比特币（加密数字货币）_百度百科 (baidu.com)

[2] 第三方托管_百度百科 (baidu.com)

 

8. 免责声明  
本白皮书仅⽤于介绍项目系统的信息，它不构成投资的建议或者暗示。本项目不发币，也不作为交易交
易物的传输媒介。⼀旦参与项⽬即表示了解并接受该项⽬⻛险，遵守了所在地区的法律法规则，并愿意
为此承担⼀切相应后果。本⽂仅代表当前的观点，本⽂所反映的观点如有变更，恕不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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