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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區塊鏈?



https://blockchainwelt.de/blockchain-was-ist-das/

什麼是區塊鏈?

區塊鏈(Blockchain) 是紀錄資料的技術(工具)。

中本聰2008年提出比特幣概
念，背後的技術就是區塊鏈。



區塊鏈的特性

區塊鏈是建構在點對點網路(Peer-to-peer Network)

上的分散式帳本(Distributed Ledger)，利用以密碼

學進行鏈結的區塊來記錄資料，具有去中心化、

安全、不可竄改性，以及極佳的系統故障容錯度

(Fault Tolerance) 。



區塊鏈技術原理

點對點(Peer-to-peer, P2P)網路，是一種沒有中央化伺服器、沒有集中化

服務也沒有層次的網路結構，參與此網路的電腦稱為節點(Node)。

各個節點在此網路架構下彼此對等，同時具有

用戶端以及伺服器的功能，共同分攤提供網路

服務的負擔，如：頻寬、計算能力以及儲存空

間。

節點間交換的資訊具有無需透過被信任的中心

化權威(Central Authority)來審查並決定資訊是

否真實的優點，具有去中心化的特性。
https://eternalsunshineoftheismind.wordp

ress.com/2013/02/18/advantages-and-

disadvantages-of-p2p/



區塊鏈技術原理

區塊的主要儲存資料稱為「交易」(Transaction)



區塊鏈技術原理

1. 使用者將交易資料向區塊鏈網路廣播。

2. 節點蒐集交易資料，以Merkle Tree格式儲存進一個新區塊。

3. 各節點蒐集一定數量的交易資料後進行共識演算法完成區塊的建造。

4. 某一節點完成計算後，區塊就算被建造完成，並將區塊資料廣播給其

他節點。

5. 其他節點進行驗證，並在通過驗證後將該區塊加入各自儲存的區塊鏈

上，並繼續蒐集交易建造區塊鏈結在其後面。



加密技術

• 安全雜湊演算法(Secure Hash Algorithm, SHA)：SHA是美國國家安全局設計

的一種雜湊函數，可以將任意大小的資料(Input)進行壓縮，並且產出一個稱

為雜湊值(Hash)的固定長度輸出值，常被用來加密資料。



區塊鏈技術原理

共識演算法：區塊鏈透過共識演算法，讓各節點間取得共識決定要將哪個區

塊加入區塊鏈，確保各節點儲存的區塊鏈記錄的資料一致。

完成共識演算法的區塊會產生一個獨特的區塊雜湊值(Block Hash)作為該區塊

的辨識，此雜湊值是運用前一個區塊的雜湊值、時間戳記、Merkle Root等進

行SHA演算而得。



智慧合約

智慧合約最初是由學者Nick Szabo於1990年代提出的概念，是一種可由電

腦執行的電腦化交易協議。

2013年乙太坊區塊鏈的創始人Vitalik Buterin將區塊鏈結合智慧合約概念，

打造一個可以將任何的狀態移轉，都編寫成程式化合約並執行的去中心化

的應用平台。

區塊鏈上的智慧合約是透過程式設計合約內容並部署在鏈上的應用程式，

一旦該合約被交易呼叫(Called)，且交易內容符合合約條件便會開始自動執

行合約的內容，並將交易成功終止時的資料記錄在區塊鏈上，具有不可竄

改性、確定性、自動執行及去中心化特性，此一技術的突破讓區塊鏈的應

用性大幅提升。





基於區塊鏈的特性，近年來也出現導入區塊鏈技術於不動產交易及

地籍資料記錄的應用

• 國外案例：

• 喬治亞共和國、巴西、杜拜、印度、日本、俄羅斯、瑞典等，

都基於其各自的不動產登記制度，嘗試透過區塊鏈技術記錄不

動產交易與地籍資料。

• 我國案例：

• 內政部也於「服務型智慧政府2.0推動計畫-推動智慧不動產登

記計畫(110年至114年)」中嘗試運用區塊鏈技術記錄不動產交

易及抵押權異動過程中產生的資料。



喬治亞共和國(Georgia)為率先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土地登記的國家政府，於2016
年起透過結合政府不動產資料庫及比特幣區塊鏈的方式，將不動產登記異動資料
加密並上傳至區塊鏈，達到登記資料不可竄改，且兼顧資訊安全與透明的成效。

喬治亞共和國



日本



日本

https://www.blocktempo.com/japanese-home-builder-

using-blockchain-to-simplify-rental-contracts/



瑞典、巴西



臺灣

服務型智慧政府2.0推動計畫-推動智慧不動產登記計畫(110年至114年)



臺灣





區塊鏈及智慧合約設計

欄位名稱 說明

Id 土地之地號，由段代碼、地號母號及子號組成

Date 地籍異動日期

Reason 地籍異動原因

Points 異動後之土地界址點坐標

ParentId 地籍異動母地號，如分割自或合併至某地號

ChildId 地籍異動子地號，如分割後新增地號



區塊鏈運作及視覺化

一.部署智慧合約

二.設置用戶：模擬臺北市六個地政事務所

三.呼叫合約：松山地政事務所發出信義段四小段19地

號土地(Id：021400190000)分割出同小段19-1地號土

地(Id：021400190001)，以及分割後之兩筆土地合併

之異動交易

四.儲存地籍異動資料：將地籍資料儲存進智慧合約，

並建造區塊

系統運作流程圖



系統視覺化
一.部署智慧合約：

1. 智慧合約部署狀態：LandChange合約部署在0x0c4bab899BC33FE21CA

61316c13a164392C107d6地址，目前互動交易數(Tx Count)為0。



系統視覺化
一.部署智慧合約：

2. 智慧合約資訊：合約由0x1334E276Ed79f19E334a856D807F987803bb9B8b

fAcC0A5010169579E4e45060交易部署，目前無地籍異動及事件資料。



系統視覺化
一.部署智慧合約：

3. 部署智慧合約後區塊鏈狀態：本流程共進行三筆交易，依序為部署Mi

grations合約、部署LandChange合約，及呼叫Migrations完成部署LandC

hange智慧合約，因系統設定即時挖礦(Automining)，該三筆資料依序
被儲存至區塊，透過Ganache UI展示其區塊鏈結情形。



系統視覺化
一.部署智慧合約：

3. 部署智慧合約後區塊鏈狀態：瀏覽2號區塊儲存一筆建立合約(Contract

Creation)交易，雜湊值及合約地址與前述相符，驗證了區塊及合約資
訊的正確性。



系統視覺化
二.設置用戶：Index 0為系統預設執行帳戶，發出的交易數為三筆，與前述

流程作業相符，Index1-7帳戶依序為古亭、建成、中山、松山、士林及大
安地政事務所，目前交易數皆為0。



系統視覺化
三.呼叫合約與儲存地籍異動資料：
1. 呼叫合約之交易及用戶：松山地政事務所(Index 4)發出分割及合併後

19、19-1地號異動資料共4筆交易。



系統視覺化
三.呼叫合約與儲存地籍異動資料：
2. 智慧合約資訊：LandChange智慧合約收到四筆來自松山地政事務所的

帳戶地址(0x8f6582d3feac8eCd1DEd0285aBE1bD3e77d79174)的交易。



系統視覺化
三.呼叫合約與儲存地籍異動資料：
2. 智慧合約資訊：各筆交易分別以changedata結構儲存一筆地籍異動資料

至LandChange智慧合約，因此Storage欄位的changedata結構成功儲存
四筆異動。



系統視覺化
三.呼叫合約與儲存地籍異動資料：
3. 地籍異動儲存資料：

Index0：分割後19地號
Index1：分割後19-1地號
Index2：合併後19地號
Index3：合併後19-1地號



系統視覺化
三.呼叫合約與儲存地籍異動資料：
4. 地籍異動後區塊鏈狀態：區塊鏈新建造了四塊區塊(Block4-7)，分別各儲存

一筆交易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