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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ckchain and smart 

con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rreplaceable and important role of smart contract in cloud service 

platform about tourism logistics which is based on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n it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three members involved in the stakeholders such as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on the 

demand side of tourism logistics service, enterprises on the supply side of tourism logistics service, 

and relev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constructs a model of tourism logistics 

smart contract based on the ethereum blockchain, and complements the algorithm in this field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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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探讨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技术所存在的契合关系基础上，分析了在以区块链

技术为基础的旅游物流云服务平台中，智能合约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出旅游物

流智能合约中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旅游物流服务供给侧企业、旅游物流服务需求侧企业及

个人，以及参与结算与支付的有关金融机构。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了以以太坊为区块链应用平

台的旅游物流智能合约模型，进而补充完善了旅游物流智能合约算法流程。  

1．引言 

旅游物流作为物流业服务于旅游领域的具体形式，自提出以来学术界已经就其基本概念、

适用范围、主要特征以及运行模式等多个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充分论

证了旅游物流对旅游业的发展所发挥出的无可争议的重要支撑作用。2016年全域旅游概念的

提出明确了下一步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并由此促进了旅游物流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

拓展。随着全域旅游的发展，旅游物流在与旅游产业相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广度上全域旅游在旅游内涵上的拓展使旅游物流的时间效用和空间效用都得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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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上全域旅游对旅游体验和服务质量上的高标准，要求旅游物流必须更好地提供个性化和

精细化的全过程服务。为此，针对当前全域旅游大环境下旅游目的地相对集中与总体分散并

存，旅游物流服务需求在比重上呈现集约化缩减与零散化上升的趋势，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构建主动适应这一重大变化的旅游物流服务新平台及有效运行机制已是业界的共识。因

此，如何引入区块链技术以进一步完善旅游物流云服务平台是当前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之

一，而其中智能合约的实现就是区块链技术在旅游物流云服务中的一项核心运用。 

分析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当前在旅游物流的效用及运行模式的研究方面已有较丰硕的研

究成果，如余真翰等（2017）将成都地区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对该地区

代表旅游业和物流业发展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此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相关性的结论，

同时就下一步推动其发展的策略提出建议[1]；并在旅游物流云服务平台的架构研究中（2014）

针对青城山——都江堰旅景区的旅游物流服务，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云模式构建的旅游物流

信息化管理平台 [2]；在此方面，黄文富等（2015）也从旅游供应链的角度围绕旅游物流信息

化管理的有效实施，提出集成化、标准化、信息化以及协同化发展策略[3]。 

在区块链（Blockchain）的研究上目前呈现了从理论探讨到具体应用与实现的逐步深化。

杨慧琴等（2018）提出建立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供应链信息平台，以克服在传统供应链MIS

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信息孤岛现象[4]。针对区块链技术与云计算服务的融合，王磊等（2018）

提出一种可信度和可靠性更为突出的以区块链为底层基础设施的云服务组合体系架构，其中

涉及到对区块链共识机制、智能合约及可编程特征等核心技术问题的分析[5]；余真翰等（2018）

分析了全域旅游大环境下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旅游物流云服务平台建设的可行性，提出了基于

区块链的旅游物流混合云架构框架模型[6]。 

区块链的研究推动了有关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研究的深化。贺海武等（2018）在

文献综述中重点就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基本架构、关键技术

等进行了介绍，探讨了该技术的应用场景以及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7]；欧阳丽炜等（2019）

提出了智能合约的基础架构模型并阐述了智能合约的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趋势[8]；李杰等

（2018）对如何应用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以及如何解决区块链智能合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研究[9]；马春光等（2018）在重点分析了应用广泛的比特币、以太坊、超级账本等各个区

块链平台中的智能合约的基础上，指出了智能合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10]。在智能合约的

具体实现方面，李佳（2018）对区块链智能合约体系中的电子支付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

基于区块链所重构的电子支付体系[11]。 

综合上述文献分析，当前在构建全域旅游大环境下旅游物流云服务体系的探索中，如何

基于区块链架构来实现旅游物流智能合约，并就其机理及模式研究方面还未见应用型成果。

而这正是旅游物流云服务体系的关键构成要素之一，故而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出发点所在。 

2．区块链技术与智能合约的契合 

2.1 区块链 

综合相关文献[4][5][6]的研究，区块链（Blockchain）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的分布

式账本技术，该技术把加密算法、P2P文件传输等多种现有技术进行整合，将数据区块按照时

间顺序组合成环环相扣的链式结构，通过加密账本分布式存储和集体维护建立交易主体间的

信任网络。 

区块链涉及哈希函数、梅克尔树、非对称加密、数据区块、链式结构、时间戳、P2P 网

络、传播机制、工作量证明机制（POW）、股权证明机制（POS）、授权股权证明机制（DPOS）

等关键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开放自治、匿名可溯源、信息不可篡改等特点。按照许可权限

不同，区块链分为公有区块链、联盟区块链和私有区块链三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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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从提出概念到现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已经历了从数字货币技术的1.0版本

到可应用于各行各业的2.0版本的发展和演变，未来还将拓展到可以应用于任何存在需求的行

业或领域的3.0版本[9]。而在2.0版本中智能合约机制的纳入是其标志性特征。 

2.2 智能合约 

虽然智能合约在区块链时代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快速的发展，但是智能合约的理念并非

伴随区块链技术的产生而提出。早在1994年，密码学家Szabo就首次提出了智能合约的概念：

智能合约就是执行合约条款的可计算交易协议。同时Szabo还给出了智能合约应具有的性质：

可见性、强制执行性、可验证性、隐私性。到1997年，Szabo将智能合约界定为一套以数字形

式定义的承诺（Promises），包括合约参与方可以在上面执行这些承诺的协议[10]。随着区块

链技术的出现，智能合约与区块链产生融合，对智能合约的定义也进一步发展。文献[8]中对

智能合约的定义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进行了界定，认为：“狭义的智能合约可看作是运行在

分布式账本上预置规则、具有状态、条件响应的, 可封装、验证、执行分布式节点复杂行为, 完

成信息交换、价值转移和资产管理的计算机程序。广义的智能合约则是无需中介、自我验证、

自动执行合约条款的计算机交易协议。” 

在智能合约的现实应用方面，当前典型的代表包括以太坊（Ethereum）和超级账本

（Hyperledger）两个区块链应用平台。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目前开发智能合约最常见的

公有链平台，而后者是最常见的联盟链平台。 

2.3 区块链2.0与智能合约的契合分析 

如前所述，区块链技术特别是区块链2.0的出现，使智能合约具备了可信的执行环境，由

此促进了智能合约技术的快速发展。结合相关文献[8][9][10]的研究，本文认为区块链2.0与智能

合约存在如表1所示的诸项契合点，这也正是二者相融合发展的基石。 

表1.区块链2.0与智能合约的契合分析 

关键特质 区块链2.0具备特质 智能合约实现要求 是否契合 

去中心化 
不依赖额外的第三方管理机构或

硬件设施，没有中心管制。 

以自动运行为特征并可在触发了条件

之后执行的程序，去中心化至关重要。 
是 

共识机制 所有节点进行认证，形成共识。 

解决信任问题，即共识机制，所有操

作在成功之前都需要经过共识机制的

验证和确认。 

是 

数据透明 
除了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

外，区块链的数据对所有人开放。 

运行时交易双方都可以看到对方的数

据和代码，加深交易双方的互相了解。 
是 

不可篡改 所有数据都具有不可篡改性。 
一旦建立了智能合约，就无法对合约

进行篡改。 
是 

可编程性 内置了图灵完备编程语言。 
具备编程并封装分布式节点的复杂行

为。 
是 

3．智能合约在基于区块链架构的旅游物流云服务平台运行中的效用分析 

旅游物流从本质上来看是物流服务于具体行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是服务于旅游行

业的发展，其规模和业态伴随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和调整，同时也能有效地促进地

区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文献[1]研究证实，一个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与当地物流业发展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充分说明了旅游物流服务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针对当前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总体要求，旅游物流的发展也必然与旅游业态的发展

趋势相一致，即旅游物流从业方需要针对国家旅游发展战略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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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态势，研判由此而对旅游物流服务提出的新要求，并做出正确的应对。笔者在文献[6]

中就此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判断，即：其一，旅游物流的空间范围与城市区域物流高度重叠；

其二，旅游物流市场需求侧可预期与随机性需求并存；其三，旅游物流市场供给侧主体与城

市区域物流相交叉。由此，旅游物流管理服务平台的构建需要充分考虑上述旅游物流业态的

变化特点，特别是旅游物流服务与社会物流服务在供给侧上大幅度交叉的现实，放弃以打造

专业化的旅游物流服务企业为主的思路，而是更多地注重调动整个社会所有相关物流企业的

各方面资料，以形成物流“资源池”的形式，根据不同的旅游物流业务组合需求，灵活高效地

组织“资源池”中的物流服务资源从而实现旅游物流服务的目标。实现这一功能的架构即是旅

游物流云服务平台。 

考虑到传统云平台的强中心化架构和运行实践中在交易业务达成的高效性、交易资金结

算的时效性与安全性、交易行为可追溯性、交易记录的不可篡改性等方面存在中心化控制的

潜在风险因素，而这些风险正是区块链技术可以很好避免的，因此笔者在文献[6]中对旅游物

流服务云平台架构引入区块链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基于区块链的旅游物

流混合云架构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智能合约是实现云平台功能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智能合约

技术，确保了旅游物流的需求侧与供给侧能通过事先达成协议并封装于区块链中的合约自动

执行相关交易与支付。具体而言，区块链所封装的合约代码中用If-Then和What-If语句预置了

合约条款的相应触发场景及响应规则，经签名后通过P2P的方式分发至区块链的每一个节点，

并由整个区块链中的节点通过Hash值进行比较验证，最终达成共识。当约定的条件满足时，

合约即被触发并按预设的规则自动执行。通常为确保合约执行的有效和安全，区块链2.0中是

将合约在虚拟机中运行（如以太坊的以太坊虚拟机，EVM），运行结果在区块链各节点中互

相验证无误后方可确认有效。交易执行完成后随即按合约中的约定自动完成P2P的费用结算与

支付，在此过程中无任何具备中心化角色的第三方参与。合约执行完毕后，相关结果数据由

所有区块进行更新保存，由此确保了交易过程的可追溯和结果的不可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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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区块链的旅游物流混合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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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块链架构下旅游物流智能合约的基本框架 

如前所述，区块链架构是旅游物流云服务平台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而智能合约是基于

区块链架构的该平台必须要实现的重要功能。因此，研究探讨构成旅游物流智能合约的基本

框架是达成该功能的前提。以下本文从智能合约利益相关方、智能合约模型、智能合约算法

流程三个方面就此进行讨论。 

4.1 旅游物流智能合约利益相关方构成 

旅游物流智能合约利益相关方即是指参与旅游物流服务多边交易合约形成并共同执行的

直接利益关切方。大量研究[5]-[10]在涉及智能合约的参与方时，强调了由服务需求方和服务提

供方共同构成，本文认为应该还要在此基础上增加参与结算与支付的有关金融机构。由此三

方共同构成旅游物流智能合约利益相关方体系。 

之所以在此智能合约体系中有必要增加相关金融机构作为参与方，主要是考虑到旅游物

流智能合约的执行结果通常会涉及到费用的结算与支付。如某旅游纪念品生产销售企业接入

基于区块链的旅游物流云服务平台，通过调用该平台整合的相关物流服务资源，实现旅游纪

念品生产原材料从各供应地向本企业的运输、仓储以及配送。当这些物流服务项目自动执行

结束并在区块链各节点中互相验证无误后，就会确认有效，最后再进入物流服务费用的结算

与支付环节。而如果此时旅游纪念品生产销售企业账户上资金不足，则会导致无法支付。因

此为杜绝智能合约执行过程中出现此种情况，就需要引入相关金融机构（如开户银行）参与

合约的确立，并在合约执行的触发条件中增加对相关企业或个人进行资信验证的环节，在满

足其它触发条件并通过此环节后，智能合约方被触发执行。 

4.2 旅游物流智能合约模型：以基于以太坊为例 

由于构建在区块链技术基础上的不同的应用平台在智能合约的具体运行机制上存在差

异，因此在探讨旅游物流智能合约模型时必须以某一应用平台为背景，以此来对旅游物流智

能合约体系的主要构成进行说明。鉴于以太坊平台的相对成熟性和应用的广泛性，在此所构

建的图2所示旅游物流智能合约模型是以基于以太坊为例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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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以太坊的旅游物流智能合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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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模型中，旅游物流各利益相关方，如旅游物流服务需求侧（旅游企业、景区景点、

酒店企业、餐饮企业、旅游纪念品生产销售企业、旅行者个人等），旅游物流服务供给侧（物

流仓储企业、物流运输企业、物流配送企业、供应链运营企业等），以及相关金融服务机构

（银行）通过“旅游物流以太坊客户端”的可视化操作界面与云物流服务平台连接，并将各自

利益诉求通过自然语言导入“旅游物流以太坊网络”，在其中达成共识后以机器语言封装成为

相关的旅游物流智能合约。当智能合约触发条件具备时，合约将在以太坊各节点的虚拟机

（EVM）中执行，一直运行到达成该项合约所预定的结果为止，然后执行结果经过各节点的

共同互相验证，如果无误即可作为最终结果写入到区块链中，成为永远无法篡改的旅游物流

交易数据。 

该模型的运转可以有效地支撑旅游物流云服务平台自动协调旅游物流供给与需求，自动

匹配并确保各项旅游物流服务项目达成预期目标，自动进行相关费用的结算与支付的系列功

能得以很好地实现。 

4.3 旅游物流智能合约算法流程的补充 

出于将现实交易各方自然语言达成的协议以图灵完备编程语言封装成区块链中可执行的

智能合约的要求，需要设计出智能合约的运行算法。相关文献[12]就物流服务交易智能合约算

法进行了研究和设计。但是这一算法显然没有考虑到本文4.1中所论及的金融服务机构必须介

入的问题。为此，本文在已有的智能合约算法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增加金融机构进行资

信评估的环节，形成如图3所示的更为完善、可行的旅游物流智能合约算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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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自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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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旅游物流服务交易智能合约算法流程图 

5．结论 

在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旅游物流云服务平台中，智能合约是其重要功能之一，必须得

到实现。旅游物流智能合约中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旅游物流服务供给侧企业、旅游物流服

务需求侧企业及个人，以及参与结算与支付的有关金融机构。因此无论是在以以太坊为区块

链应用平台构建旅游物流智能合约模型时，还是在完善旅游物流智能合约算法流程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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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充分考虑到此三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所构建的模型与算法才更具服务于旅游物流的

现实意义与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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