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白皮書：CTChain（CIT） 

基於區塊鏈的不動產數字化平台 

  



"CT" 取自 "產通"（不動產流通），而 "Chain" 則直接代表區塊鏈技術，兩者

結合既強調了不動產資產的核心價值，也突顯出區塊鏈的連接與透明特性。這

個名字簡潔明了，同時便於國際市場傳播和認知。 

1. 項目背景與市場機遇 

1.1 市場挑戰 

傳統不動產市場存在以下挑戰： 

• 流動性不足：實體房產交易周期長、流通性低，資金周轉困難； 

• 投資門檻高：大額投資限制了中小投資者參與； 

• 資訊不透明：房地產交易環節繁多，權屬、租金及歷史交易信息分散且

難以查證； 

• 融資困境：資產所有者難以快速變現或進行再融資，導致資產價值無法

充分釋放。 

1.2 項目機遇 

區塊鏈技術、智能合約和大數據評估技術的成熟，為不動產行業帶來數字化轉

型機遇。通過將不動產資產進行代幣化，實現資產上鏈與透明管理，能夠： 

• 降低投資門檻，讓中小投資者共享收益； 

• 提高資產流動性，實現資產“秒殺”交易； 

• 利用智能合約自動分配租金及收益，保障各方利益； 

• 為資產所有者提供融資新途徑，實現部分變現與再融資。 

 

2. 解決方案與平台概述 

2.1 解決方案概述 

CTChain 平台致力於構建一個全方位的 RWA（Real World Assets）生態系統，

核心在於不動產資產的數字化與代幣化。主要解決方案包括： 

• 資產數字化上鏈：通過嚴格的資產評估及權屬審查，將不動產數字化、

建立數據存證系統； 

• 代幣化發行：基於主流區塊鏈（如 Solana或以太坊）標準發行代表不動

產權益的代幣； 



• 市場交易與流動性管理：內建二級市場，實現代幣自由交易，並設計動

態調節機制保障價格穩定； 

• 收益分配與再融資：利用智能合約自動分配租金、資本增值收益；同

時，支持不動產抵押借貸，為資產方提供額外融資渠道； 

• DAO 治理與生態激勵：引入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DAO) 機制，讓投資者參

與項目治理，共同推動生態健康發展。 

2.2 平台核心功能 

• 資產展示與資訊披露：提供每個上鏈不動產項目的詳細信息，包括地

段、租金收益、歷史交易等，所有資料均上鏈存證； 

• 代幣認購與二級市場交易：支持初始認購與持續交易，確保市場流動

性； 

• 收益自動分配：根據智能合約規則，定期將租金及增值收益自動發放給

代幣持有人； 

• 抵押借貸功能：資產方及投資者可將代幣作為抵押品，獲取短期資金支

持； 

• 跨鏈互操作：支持不同區塊鏈間的數據和資產交互，擴大市場覆蓋面。 

 

3. 技術架構與產品設計 

3.1 分層區塊鏈架構 

CTChain 採用多層區塊鏈架構，主要包括： 

• 一級鏈：作為代幣發行和全局管理鏈，總量固定初始為 50 億代幣，負

責記錄所有資產基本信息與權屬變更； 

• 二級鏈：專注於資產背書與合規審查，與第三方認證機構、法律顧問系

統對接，確保資產真實有效； 

• 三級鏈：實現市場流通調節，根據市場供需情況自動執行增發、銷毀及

熔斷機制，維持價格穩定。 

3.2 智能合約與數據上鏈 

• 資產管理合約：記錄不動產上鏈信息、評估報告及產權證明； 

• 代幣管理合約：控制代幣的發行、轉讓、銷毀及增發，並實現收益分

配； 

• 市場調節合約：內置動態調節機制，當市場需求變化時自動啟動增發或

銷毀操作，保障代幣價格與資產內在價值一致； 



• 預言機接口：將外部房價、租金等市場數據引入合約，作為調節依據，

並確保數據準確性和即時性。 

 

4. 代幣經濟設計 

4.1 初始發行與分配 

• 初始總量：50 億代幣（分布於一級鏈上）。 

• 創始團隊分配：共 6人，總 18% 5%（即 9 億代幣），並設置鎖倉期以

保障長期發展。 

• 市場與合作釋放： 

o 市場認購：初始釋放 10%（5 億代幣）供市場認購； 

o 資產置入激勵：當有具體不動產項目（例如資產價值 1000 萬）

置入時，釋放 1202 萬代幣，其中 1000 萬用於市場認購、200 

萬獎勵資產方、2萬獎勵合作方。 

4.2 治理與透明機制 

• DAO 治理：所有代幣經濟調整操作均在 DAO治理下通過提案和投票進行

決策，確保參與者共同決策、透明公開。 

• 數據披露：平台定期公佈代幣流通、鎖倉、激勵釋放及市場調節操作數

據，並將所有記錄上鏈存證，供用戶查閱，提升市場信心。 

 

5. 商業模式與收益分配 

5.1 主要收入來源 

• 交易撮合手續費：平台對二級市場交易抽取一定比例手續費，用於支持

運營和技術維護。 

• 資產管理/托管費：對不動產數字化、上鏈及管理提供一站式服務，按項

目規模或服務次數收取費用。 

• 技術授權與白標合作：將平台核心技術授權給第三方，按收益分成或授

權費獲利。 

• 金融衍生品收益：通過不動產代幣支持的衍生產品交易及借貸業務，獲

取做市差價和管理費。 



5.2 收益分配 

• 平台（發行方）收益：主要來自交易、管理及技術授權費，約佔總收益

的 30%左右。 

• 投資者收益：通過市場認購及二級市場交易獲取租金分紅、資本利得和

DAO激勵，約佔總收益的 40%以上。 

• 資產方收益：不動產原所有者通過資產置入後仍保留租金收益和部分變

現收益，約佔總收益的 30%左右。 

 

區塊鏈實現 RWA（實體資產）數字化確權模式的設

計方案 

6. 模式總體設計理念 

• 不可篡改與透明性：利用區塊鏈技術確保每一筆資產權屬變動均上鏈存

證，任何修改都必須經過共識，確保數據真實可靠。 

• 法律合規與權屬確認：通過與法律機構、第三方認證機構合作，將紙質

或電子資產證明數據進行數字化，並在上鏈前進行法律認證。 

• 跨鏈互操作與數據整合：支持不同區塊鏈平台間的數據互通，保證資產

權屬信息能夠在多個生態中應用，並與傳統金融系統、房地產登記系統

無縫對接。 

 

6.1. 核心流程與關鍵步驟 

6.1.1 資產識別與數據收集 

• 資產篩選：選擇具有較高流動性和投資價值的不動產，根據地理位置、

租金收益、歷史交易數據等指標進行篩選。 

• 資料收集：整理產權證明、評估報告、租賃合同、保險憑證等核心文

件，這些文件由權威部門或第三方機構公證認證。 

• 數字化存檔：利用掃描、OCR等技術將紙質資料數字化，生成電子文

件，並通過數據哈希算法生成唯一數據摘要，作為後續上鏈的數字證

據。 

6.1.2 數字身份與確權標識生成 



• 唯一數字身份：對每一項不動產資產生成唯一的數字身份（ID），這個

ID可通過結合資產地址、登記編號、評估日期等信息生成。 

• 數據摘要上鏈：將經過哈希運算的數字摘要（例如 SHA-256摘要）上

鏈，確保資產信息一經上鏈後不可篡改。 

• 數字證書發行：根據資產的數字身份及數據摘要，發行數字權屬證書，

並與法律認證結果綁定。證書中記錄權屬信息、所有者身份及交易歷史

等。 

6.1.3 資產權屬確權與智能合約應用 

• 智能合約設計：針對資產確權，設計專用的資產管理合約，負責記錄資

產數據、所有權變更、交易記錄和收益分配等。 

• 權屬綁定：在智能合約中，將每個數字證書（即不動產資產的權屬證

明）與代幣或數字身份進行綁定，保證後續的代幣化和交易都能直接映

射到實體資產。 

• 權屬轉移流程：當發生產權轉移（如資產出售、抵押或分割）時，智能

合約自動更新資產權屬記錄，並生成新的數字證書。所有權轉移必須經

過多方簽名驗證（多重簽名、法律機構認證）後才能生效。 

6.1.4 合規與跨鏈驗證 

• 法律認證接口：與傳統房產登記系統、律師事務所及第三方認證機構對

接，通過 API或數據接口將法律認證結果導入區塊鏈，形成鏈上法律憑

證。 

• 跨鏈數據整合：利用跨鏈協議或中繼機制，實現不同區塊鏈平台上資產

數據的互操作，保證數據在公鏈與私鏈或聯盟鏈之間同步更新與驗證。 

• 定期審計與公示：設計自動審計機制，定期將資產權屬信息和變更記錄

公示於區塊鏈瀏覽器，接受第三方及社群監督，確保全程合規與透明。 

 

7. 技術架構與實施要點 

7.1 技術架構 

• 多層區塊鏈架構： 

o 主鏈（Public Chain）：用於記錄核心的資產權屬數據和證書摘

要，確保數據公開透明。 

o 側鏈/聯盟鏈：與政府、律師事務所、認證機構合作建立專用鏈，

負責處理法律認證和資產權屬驗證，提升隱私性與處理效率。 

o 跨鏈橋：連接不同鏈之間的信息流，實現數據互通與一致性。 



7.2 安全機制 

• 數據加密與數字簽名： 

所有上鏈數據均經過數字簽名與加密處理，確保只有經過授權的人員才

能修改、查閱資產敏感信息。 

• 多重簽名與共識機制： 

權屬變更及交易必須經過多重簽名審核，並由多方共識確認，防止單點

故障或惡意操作。 

• 不可篡改審計： 

利用區塊鏈本身的不可篡改性，所有權變更記錄均永久保存，並支持第

三方審計與數據溯源。 

 

8. 應用案例與優勢 

8.1 應用案例 

• 不動產交易：當一個房地產資產上鏈後，其數字權屬證書可作為交易憑

證，投資者可直接在平台上購買相應代幣。交易發生時，智能合約自動

更新權屬，並將交易記錄公開存證。 

• 資產抵押與融資：資產所有者利用數字證書作為抵押品，可在平台上申

請融資；借貸流程全程自動執行，並在抵押貸款清償後自動解除抵押，

保證資產權屬連續性。 

• 收益分配：通過智能合約自動執行租金收益分配，投資者根據持有代幣

比例即時獲得收益，確保交易透明、公正。 

8.2 優勢亮點 

• 數據不可篡改：區塊鏈技術確保所有權屬數據一旦上鏈即不可篡改，增

強市場信任度。 

• 跨鏈互操作：可與傳統房產登記系統及不同區塊鏈生態實現數據互通，

提升應用範圍與市場覆蓋面。 

• 法律認證對接：結合法律機構與第三方認證，形成鏈上法律憑證，為數

字資產提供法律保障。 

• 自動化與透明治理：利用智能合約實現自動化資產確權與收益分配，並

通過 DAO治理提升決策透明度和用戶參與度。 

 



 

9. 風險管理與合規控制 

9.1 技術與數據安全 

• 智能合約審計：所有智能合約均由第三方權威機構審計，防範重入攻

擊、溢出漏洞等； 

• 數據加密存儲：上鏈數據使用高強度加密，同時採用分佈式存儲技術

（如 IPFS）備份。 

9.2 法律合規 

• KYC/AML 認證：所有用戶需完成嚴格身份驗證，確保反洗錢與反恐融資

要求； 

• 證券法合規：根據不同地區法律，採取 Reg D、Reg S或當地認可的方式

進行代幣發行，並提供完整信息披露文件； 

• 監管溝通：與跨國律所及監管部門保持緊密溝通，確保項目符合法規要

求。 

9.3 市場風控 

• 動態調節機制：通過增發、銷毀和熔斷機制自動調控代幣供應，減緩市

場異常波動； 

• 預警系統：建立市場監控系統，實時追蹤價格與流動性變化，並及時啟

動應急預案。 

 

10. DAO 治理與生態激勵 

10.1 治理機制 

• 治理代幣：平台代幣同時作為治理代幣，持幣者享有投票權，共同參與

平台重大決策； 

• 提案與投票：任何達到門檻的用戶均可提交提案，並通過 DAO投票決定

如代幣經濟調整、收益分配等關鍵議題； 



• 董事會結合：設立基金會董事會與 DAO相結合的混合治理模式，保障專

業審議與社群共治相互補充。 

10.2 生態激勵 

• 社群獎勵：通過空投、流動性挖礦、推薦獎勵等激勵機制，鼓勵用戶積

極參與並推動平台發展； 

• 教育與參與：定期舉辦專家講座、培訓課程及線上線下社群活動，提高

用戶對項目認知並激發參與熱情； 

• 持續反饋：建立信息披露和反饋渠道，定期公布治理決策及生態發展進

展，形成良性互動。 

 

11. 項目路線圖與未來展望 

11.1 初期階段 

• 完成資產數字化上鏈和初始代幣發行； 

• 建立不動產置入激勵機制和初步市場認購； 

• 上線核心交易平台及收益分配系統； 

• 進行首輪安全審計並獲得監管初步認可。 

11.2 成長階段 

• 擴展不動產項目資源，逐步動態釋放更多置入代幣； 

• 引入跨鏈互操作功能，拓展二級市場流通； 

• 推出抵押借貸、金融衍生品等增值服務； 

• 持續完善 DAO治理和生態激勵機制。 

11 .3 長期發展 

• 全球市場布局，推動國際化運營； 

• 建立完善的監管合規與法律支持體系； 

• 持續優化代幣經濟模型，根據市場反饋進行動態調整； 

• 構建一個多元化、穩定且透明的不動產數字金融生態系統，實現不動產

投資全面數字化與普惠金融。 

 



CTChain 致力於利用區塊鏈技術和智能合約，實現不動產資產數字化、代幣化

和透明化交易，打破傳統市場瓶頸，為投資者、資產所有者及合作夥伴創造共

贏局面。我們相信，通過嚴謹的代幣經濟設計、透明的治理機制以及多元的生

態激勵，CTChain 能夠在全球不動產市場中脫穎而出，推動行業進入一個全新

的數字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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