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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相互不信任节点组成的分布式账本可提供⼀个全局性单⼀数据库，⽤

于存储机构与个⼈之间交易和债务的状态。⽬前为了保持各个独⽴账本之

间数据同步，需要⼤量耗时的⼈⼯⼯作，⽽分布式账本可淘汰其中很⼤⼀部

分。这也将提⾼⾦融业内现⾏的代码共享⽔平，以降低⼤众使⽤⾦融服务的

成本。本公司推出 Corda——⼀个为了实现以上⽬标⽽设计的平台。本⽂为

⼀般读者提供⾼⽔平的介绍，⽽即将发布的技术⽩⽪书会详细阐述 Corda
的设计理念与基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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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们 R3 坚信，分布式账本技术有潜⼒为⾦融服务⾏业带来变⾰，使业

内客户与相关公司获益。我们的愿景是：未来⾦融协议将得到准确的存储与

⾃动管理，每个⼈都能⽆误⽆缝地处理任何契约或合约。我们相信未来市场

趋势将是：参与⽅达成的⾦融合约⼀旦被记录，就可以被准确⽆误地持有和

共享。重复、调账、匹配失败和数据损坏都将成为历史。以资产为代表的孤

岛将不再出现。

我们期望依赖已经被证明的技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为⾦融服务场

景创建⼀个共享账本架构。我们的理念可分为以下三类：满⾜机构的⼯程需

要、关注⾮功能性的需求、可扩展性。

本⽂介绍了 Corda 平台的设计特点，我们相信这个平台对⾦融机构会

是⾮常不错的选择。a

2 背景

银⾏业敢于突破传统思维，较早地利⽤信息技术，将⼿⼯处理精确地⾃

动化，将物理处理精确地数字化。然⽽，我们仍有机会改善这些新兴架构的

成本与效率。

值得⼀提的是，每个⾦融机构都以⾃⼰的⾓度维护着记录客户群和交

易对⽅协议、地位的账本。同样，交易对⽅也以⾃⼰的⾓度维护着这样⼀个

账本。这种重复会导致记录的不⼀致，需要交易各⽅耗费⾼昂成本来进⾏对

账、调账和纠错。对同⼀笔交易，双⽅认知存在差异也是⼀个风险，并且可

能是系统性风险。

多个⾦融机构的存在会促进竞争，多个技术平台的存在则会增加复杂

性，产⽣运营风险。然⽽⼀直以来，这些风险不可避免，除⾮采⽤集中化的

市场基础设施b。由此看来，仅仅依靠合作公司提⾼技术⽽不提⾼⾃⼰的⽔

平是⾏不通的。

集中化市场基础设施在提⾼机构间数据与商业逻辑共享度⽅⾯已有成

效，但整体上看，⾦融交易领域的整合⽔平仍然远远低于⽹络时代的信息交

换⽔平。1

a读者可通过邮件联系作者：Richard Gendal Brown (richard@r3cev.com), James Carlyle
(james@r3.com), Ian Grigg (iang@r3.com), Mike Hearn (mike@r3.com)

b这⽅⾯的例⼦包括美国证券集中保管结算公司 (DTCC) 以及持续连结清算集团 (CLS)。

mailto:richard@r3cev.com
mailto:james@r3.com
mailto:iang@r3.com
mailto:mike@r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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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加密技术的进步，例如通常说到的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个新

的机遇：机构间安全共享记录的权威性系统。通过建⽴⼀个记录⾦融交易、

处理商业逻辑的全新共享平台——⼀个可记录企业间所有协议的、权威性

的全局性逻辑账本，为⾦融机构间（特别是但不限于交易后服务）的经济活

动带来变⾰。这个架构会为⾦融⾏业带来⼀个全新的共享平台，这个平台之

上的新⽼参与者及第三⽅都能展开竞争，竞相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

图 1: 上图所⽰，我们展⽰了三种状态的变化过程。第⼀种是参与⽅各⾃记

录并管理⾃⼰的账本，处理所引发的不⼀致性和重复问题（“双边－协商”），
第⼆种是参与⽅将关键处理过程的权责委托给集中化服务商（“第三⽅／市
场基础设施”），进化到第三种，则是各⽅在开放性与竞争性基础上，使⽤新

⽼服务提供商及市场基础设施提供者的服务，合作维护⼀个共享账本，保证

各⽅记录的⼀致性。

我们相信，更⾼质量的数据、更少的差异和更快的企业达成协议速度，

将带来成本的⼤幅节约。⽽且，各个企业若使⽤这个共同架构，会形成⼀个

新的平台让新⽼⾦融服务商展开竞争，更好地服务客户需求．未来，这样的

平台也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应⽤，现在企业内部⽤多个系统记录同笔交易，也

是造成成本上升、操作复杂的⼀个主要原因。

3 愿景

长期来看，我们可以预想借助 “全局性逻辑账本”，使所有经济活动参与

者充分互动，任何参与⽅均可通过⼀种安全、⼀致、可靠、私密、权威的⽅

式，来记录和管理彼此之间的协议。之所以称之为全局，是因为呈现给每个

⼈的数据都是⼀样的；之所以符合逻辑，是因为其物理⽅式的实现会有所差



3 愿景 5

异。最终可能形成的状态，将会是企业内部维护的权威账本系统被淘汰，由

企业间可共享的全局性权威记录系统取⽽代之。

3.1 终态原则

如果使⽤分布式账本技术，终态原则包括：

• 账本上记录的事实⽆论在任何争议场合，都可被各⽅看作具有法律约

束⼒的可⽤证据。

• 记录在账本上的事实是具有权威性的，⽽⾮存储在别处的权威数据的”

影⼦“，因此直接通过平台便可达成决定。

• 参与⽅⼀旦达成协议，账本上的记录就是最终且不可变的。纠错或解

约唯有通过后续交易来实现。这将促使公司不得不通过改进内部⼯作

流程来提⾼准确度和质量标准。

• 原则上，任何授权参与⽅都可以直接访问账本，并通过账本来记录与

交易对⽅达成的协议。任何参与⽅都不⽤被迫与其他⽅打交道，但是

分级或等级制的市场模型可能会越来越少。

• 通过提倡开放式的标准和私密性的访问，新⽼⾦融服务提供商都可以

实现互联，展开竞争，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从⽽利于客户⾃由选择，促

进业内竞争。

• 唯⼀能访问⾦融交易内容的是参与⽅本⼈，和其他具有合法知情权的

⼈。

然⽽，这个愿景的最终实现需要过渡状态，⽐如最初只关注共享商业逻

辑的参与⽅。现有的系统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直存在，意识到这⼀点，在

设计解决⽅案的时候就需要把现有系统的共存、整合与移植作为⼀个基础。

这些过渡状态也可带来可观的价值，同时长期愿景的法律和其它⾮技术性

问题也可着⼿解决。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远期⽬标是实现⼀个全局性逻辑账本，但是最后

实现的可能是多种形式的分类账本。也许最后的情况是⼀种资产类别对应

⼀个账本，账本的匹配具备⾃主性和灵活性，又保证不同商业服务间功能上

和操作上的独⽴性。

⽀撑这个愿景的架构和战略选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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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对其管理的资产与协议有法定权益的⼈员能够访问此系统管理的

记录。

• 此系统管理的协议的变动将由计算机代码描述，这段代码必须获得相

应法律⽂件的合法授权。2

• 为了确定如何处理合约失败问题，此系统提供了对合约代码升级的⽀

持，以及关于争议解决流程的明确参考。这是因为就算在⾃动设定下，

技术和⼈为因素也会导致出现合约争议情况。

• 成本、风险和监管负担（包括资本、流动资⾦和运营债务）的降低，创

新产品和服务的出现，就意味着我们的愿景得到了成功实现。

• 为了实现整个⾦融界的⼴泛应⽤，本系统的⼀部分必须且将会保持开

放：开放源码、开放研发，开放标准。

• 虽然此愿景使⽤到了诸如⼀个”平台“或”系统“的词语，我们认为实际设

计仍是多层级的，可能由多个技术提供商竞争或合作提供不同组成部

分。读者不应该想象我们把这个系统设计成了⼀个完全统⼀垂直整合

的模式。

• 此愿景还意味着，产品⾼层级所包含的知识产权可由参与建设的企业

或组织持有。

• 基于⽇益严重的⽹络犯罪和严峻的⽹络安全形式，本系统会采⽤⾼标

准的安全设计来应对。

我们认为，实现此愿景所必需的基础技术发明已经存在，包括但不限

于：发达的加密技术，全球通信⽹络，⾦融⼯具定义的标准以及保证全局⼀

致性的有效算法。

最近公众对分布式账本和区块链系统⼤为关注，创造了使这⼀愿景能

被公开讨论的环境，⽽且多个⾦融机构已经建⽴了协同⾏动的合作联盟关

系，这些都让此愿景的实现成为可能。在此愿景的设定下，这个⽹络的参与

者拥有⼀个⾝份识别的基础架构，但是⾄于架构的复杂程度于操作⽅式尚

⽆设定。监管层的参与是这个平台设计过程的关键因素。

我们对现存的分布式账本平台进⾏了需求分析和评估，得出结论：⽬前

尚没有任何平台能满⾜我们提出的需求。本质上来说，⽀撑传统分布式数据

库系统设计的威胁模型并不适⽤于我们⽬前⾯临的状况：让互不信任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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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实体达成⼀致（就是说区块链技术可以做到交易可信赖⽽不需要第三⽅

担保）。现⾏的区块链系统架构也不适⽤于我们的要求，⽆法做到在单独法

律协议层⾯上进⾏有限制且谨慎定义的数据共享。所以，我们设计并着⼿开

发了 Corda 平台。

4 Corda 平台

Corda 是⼀个⽤于记录和处理⾦融协议的分布式账本平台，它的设计就

是为了实现本⽂所描述的愿景。

Corda 平台⽀持智能合约，符合 Clack，Bakshi，Braine 的定义。3 智能

合约既可由计算机代码⾃动执⾏，也⽀持⼈⼯录⼊及控制的协作，其权利和

义务由法律条⽂明确表述，具有法律效⼒。智能合约把商业逻辑和商业数据

关联到相关的法律条⽂上，以保证平台上的⾦融合约能强⼒根植于法律上、

具有执⾏效⼒，若各⽅存在模糊性、争议性或不确定性时，就有相关的法律

依据可循。

4.1 主要特性

Corda 平台尤其适⽤于受监管的⾦融机构。它很⼤程度上是受到区块链

系统的启发，但又摒弃了很多不适合⾦融场景的传统区块链设计选择。

Corda 提供了⼀个运⾏智能合约的框架，具备以下关键⾏为和特点：

• 通过基于现有合法框架并与现有和新兴法案兼容的⽅式，记录和管理

两个及以上可识别参与⽅的⾦融协议和其它共享数据的变化。

• 去中⼼化控制的公司间⼯作流设计；

• 在个⼈交易层⾯⽽⾮全局系统层⾯上，⽀持企业间达成共识；

• ⽀持纳⼊监管以及监督性质观察者节点；

• 仅在交易参与⽅之间验证交易的有效性；

• ⽀持多种共识机制；

• 记录⾃然语⾔法律⽂书与智能合约代码之间的显性关联；

• 使⽤符合产业标准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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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控制数据访问权，仅对有明确授权或逻辑上有权访问的⽤户开放；

Corda 平台的这些设计特性，适合复杂的⾦融服务机构。请注意，此设计没

有使⽤原⽣加密数字货币，也未给全局性交易设置速度限制。

4.2 概念

我们⾸先是使⽤了全局性账本的概念：可靠的单⼀数据源。然⽽，在我

们的模型⾥，交易和账本条⽬并未全局可见。当交易仅发⽣在⼩部分参与⽅

之间，我们努⼒把相关数据设置仅对这部分⼈可见。

在我们的的观念⾥，基础对象是⼀个状态对象，是⼀份记录两个或多个

参与⽅之间协议是否存在、以及协议内容和当前协议状态的数字化⽂档。该

⽂档仅与有合法理由查看的⽤户共享。在⼀个各参与⽅⽆法可见全部数据

的全局化共享系统中，要保持数据的⼀致性，我们主要依赖安全的加密哈希

算法来识别参与⽅和数据。这个账本，则被定义为⼀个不可改变状态的对象

集。

我们依据协议状态来讨论和思考，我们的⽬标是为了确保在协议状态

变化过程中，所有协议的参与⽅能够保持共识。可以认为这是区块链概念的

本质：确保不同⾓⾊持有的数据，在数据更新中持续保持⼀致性，这是保证

可靠交易完成的基础：从简单的货币⽀付到复杂的智能合约交易。

图 2: 上图所⽰的状态对象，代表某个虚拟的航运公司在⼀家商业银⾏拥有

⼀项 100 英镑的现⾦索赔权。状态对象通过哈稀算法记录其对应的法律⽂

件和合约代码之间的显性关联关系，同时通过合约代码控制其转换。

与其他系统相⽐，我们专注于协议状态，⽽其他系统中参与⽅必须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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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的数据是整个账本的状态或整个虚拟机的状态。Corda 平台提供三种主

要⼯具来达成全局分布式共识：

• 智能合约逻辑，根据预先约定的规则，确保状态转化的有效性；

• 唯⼀的时间戳服务，以消除冲突同时保证事务顺序性；

• ⼀个业务流程处理框架，以简化多个参与⽅之间复杂多步骤协定的编

写过程。

4.3 共识机制

在 Corda 平台中，记录的更新要通过”交易“，交易会覆盖已有的状态对

象，⽣成新的状态对象。共识机制可分为两个⽅⾯：

1. 交易有效性：参与⽅通过检查相关合约代码成功运⾏并持有全部必需

的数字签名，便可以确认预期更新的可定义输出状态的交易是有效的，

并且任何与之相关的交易都是有效的；

2. 交易唯⼀性：参与⽅如果确认该交易是所有输⼊状态的唯⼀使⽤者，即

可确认其唯⼀性。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交易可以推翻我们之前达成的

共识（有效性和唯⼀性），使⽤同⼀状态。

参与⽅通过独⽴运⾏相同的合约代码并验证其逻辑性，便可对交易有

效性达成⼀致。然⽽，就交易唯⼀性达成共识，需要⼀个预先选定的观察者，

很多情况下要求观察者具备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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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上图所⽰，仅该交易参与⽅才能就交易有效性达成共识。因此，数据

仅对需要查看的参与⽅共享。⽽其他平台⼀般在账本层⾯达成共识。所以，

Corda 系统中的任何⾓⾊，都只能看到整个系统管理的全部数据的⼦集。如

果系统中⾄少两个⾓⾊就⼀份数据是否存在和细节问题达成共识，我们就

称其为“账本上的数据”，系统允许任意组合的⾓⾊参与到所有指定数据的共

识建⽴进程中。仅被唯⼀⾓⾊拥有的数据，被称作为“账本之外的数据”。

Corda 提供”可插拔“的唯⼀性服务，旨在提⾼隐私性、扩展性、法律系

统兼容性4 和算法的敏捷性。单⼀服务可能由众多相互不信任的节点组成，

这些节点通过⼀种拜占庭容错算法组合在⼀起，或可能⾮常简单，像⼀台单

独的机器。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状态的变化需要全部相关参与⽅签名，这时

候可以不需要唯⼀性服务。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这些唯⼀性服务仅⽤于证明某个状态的变化是否

是因为某个特定交易的发⽣引起的；它们不需要证明交易本⾝的有效性，那

是交易参与⽅的责任。这意味着，唯⼀性服务不需要访问任何交易的完整数

据，与其他分布式账本和区块链设计⽅案相⽐，⼤⼤提⾼了系统的隐私性和

扩展性。这项设计决策，是在共享账本框架中做出权衡的重要抉择，我们即

将发布的技术⽩⽪书会对其作更详细的说明。

4.4 商业逻辑

Corda 平台通过智能合约代码执⾏商业逻辑，由⼀段纯函数构成，只⽤

来接受或者拒绝⼀次交易，可能是由更简单和可复⽤的函数组成。这些函数

将交易解释为，通过应⽤（智能合约）命令来使⽤输⼊状态并⽣成输出状态，

如果预期操作有效，则接受该项交易。合约定义了账本的部分商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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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灵活性：某些配置⾥各个节点将会在沙箱内下载并运⾏合约，并不需

要审查，尽管我们的设想是监管环境下的 Corda 平台配置将使⽤签名代码。

我们选择 Java 虚拟机5 来执⾏合约及验证有效性，因为 Java 虚拟机

有多个已有库和丰富的技术积累，并且利⽤已有产业标准，便于银⾏重复利

⽤现有合同内代码。不过，我们给 Java 虚拟机增加了⼀个定制沙箱，⽐普

通的 JVM 沙箱严格得多，不仅执⾏安全需求，还⽀持确定性执⾏。跟以太

坊6 ⼀样，选择标准化字节码集 Bytecode 集⽽不是某⼀门编程语⾔，可允

许⽤户在合约语⾔设计⽅⾯进⾏创新，或根据⾃⾝喜好复⽤已有编程语⾔。

这也便于⽤户直接使⽤内部程序的合约代码，⼀旦合约通过审查便可使⽤，

这将⼤⼤简化应⽤开发过程。

4.5 核心金融概念

Corda 的基础架构深受三个架构领域影响深远的⽤例影响，被视为具有

代表性的共同问题，也可能是有所针对性的。这三个⽤例包括：现⾦，证券

托管和衍⽣品合约。在所有三个⽤例中，我们设想它们为⾦融协议的案例：

• 现⾦余额（例如：“我与以下银⾏达成⼀致，银⾏⽋我⼀百万美元”）

• 证券托管（例如：“我与以下托管银⾏达成⼀致，我拥有以下公司的

1000 股股票”）

• 双边衍⽣品协议（例如：“银⾏ A 和 B 同意他们是以下利率互换协议

（IRS）的参与⽅，这意味着他们在预定时间根据协商⼀致的清算公式

对以下现⾦流进⾏互换”）

就这些例⼦中的⼀个⽽⾔，Corda 的现⾦设计对商业现实进⾏了明确建

模，“储存在银⾏中的钱”的概念不复存在，只有所有者对⼀家指定机构的

现⾦索取权的概念。7 所以，我们的核⼼现⾦合约极其简单却不失强⼤：我们

记录现⾦发⾏者的法律⾝份、货币种类、现⾦数⽬、现⾦所有者（其他信息

⽐如索取权的性质，明确指定管理此协议的法律条⽂，法律条⽂也会说明发

⽣争端后的解决流程），在这些基础上建⽴其他所有与现⾦相关的概念（⽀

付、结算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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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展⽰了⼀种最简单的 Corda 平台交易：发⾏交易。我们发现⽣成⼀个

新的现⾦状态，由⼀家商业银⾏发⾏给⼀家虚构的航运公司。该发⾏交易由

发⾏银⾏签名。从这个简单模型，可以构建出更复杂的交易，例如⽀付、货

银对付合约和期债。

Corda 模型总结我们模型的核⼼概念是：

• 状态对象：代表两个及以上参与⽅之间的协议，由机器可读的合约代

码控制。合约代码引⽤并旨在执⾏⼈类可读的法律条⽂。交易：通过

⽣命周期转化状态对象。

• 交易协定或商业⼯作流：在⽆中⼼控制的情况下让参与⽅可协调操作。

有选择性地严格限制可⽤的编程技术，让决定权最⼤化，但是可共享的

状态数量必须最⼩化。

状态对象（数据）的组合、合约代码（允许性操作）、交易协定（商业

逻辑编排）、任何必要的 API、钱包插件、UI 组件，都可以被认为是⼀个共

享的账本应⽤程序，或 Corda 分布式应⽤程序（CorDapp）。这是⼀个核⼼

的组件集，是平台上任何⼀个合约开发者都期待去创建的。

5 Corda 平台与其他平台的对比

Corda 平台的创建得益于我们与⾦融从业者的⼴泛合作，设计更是始终

围绕着他们的需求。当然，Corda 设计灵感也来⾃于以往的成果，包括 Todd
Boyle 和 Ian Grigg 在论⽂中关于三式簿记8 的介绍，以及已有分布式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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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例如⽐特币9 和以太坊）的相关因素。因此这也便于不了解 Corda 的

⼈借助这些平台来更好地理解 Corda。

5.1 与比特币的对比

Corda 与⽐特币有以下⼏个显著相似点：

• 通过交易创建和使⽤的状态不可变的，这是⼀样的；

• 交易有多项输⼊和输出。⽐特币有时会⽤“未使⽤的交易输出集”（UTXO
集）指代账本作为结果输出；

• 合约是纯函数；合约并⽆存储功能，也不能与任何其他事物进⾏交互。

对于同⼀项交易，合约的“验证”函数永远输出相同结果。

然⽽，⽐特币交易有单⼀且严格的数据格式，⽽且除了⽐特币数量和相

关使⽤规则（脚本），只能保存极少的数据。曾有⼈试图打破这种限制：通过

在合约代码的半标准化处嵌⼊数据，以便可以通过模式匹配来提取数据，但

这种⽅法并不有效。相⽐之下，Corda 平台内的状态可以包含任意类型的数

据。另外，Corda 平台上的交易不仅可以调⽤输⼊合约，也可以调⽤输出合

约。⽐特币交易的确认机制仅由已使⽤输⼊状态的合约代码控制。⽽ Corda
的“合约”概念，指的是可以处理各种任务的⼀系列商业逻辑，⽽不限于交易

验证。⽐如，现在 Corda 上的合约还包含⽣成有效交易的代码（⼀般在⽐

特币中被称作“钱包代码”）。

⽐特币脚本只能获取⼀串固定的字节数组作为输⼊项。这意味着合约⽆

法判断整个交易的结构，对合约的功能造成了极⼤限制。⽽我们的合约是图

灵完整的，可使⽤任何普通编程语⾔在 JVM 上⼯作。Corda 允许在交易中

指定任意精确的时间边界，⽽不依赖挖矿产⽣区块的时间。这⾄关重要，我

们设想的许多合约类型也⽀持必要精准时间，同时也因为我们主要的共识

机制执⾏⽅案是使⽤区块⾃由的冲突解决算法。这⾥需要强调的是，Corda
并未使⽤⼯作量证明机制（POW），也没有“挖矿”的概念。

5.2 与以太坊的对比

和以太坊相似，Corda 平台上的代码运⾏在相对强⼤的虚拟机上，并能

包含复杂的逻辑。可⽤⾮汇编程序设计语⾔编写合约程序。⼆者都旨在为不

同类型的⾦融合约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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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太坊中的“合约”是指程序的实例化，每个参与节点都对其进⾏

复制和维护。这种实例化⾮常像⾯向对象编程中的对象：可以接收和发送消

息，更新本地存储等等。相⽐之下，我们对智能合约的执⾏⽅法⽤代码表⽰

是⼀组函数，其中仅有⼀个函数⽤来保持系统同步（验证函数）。该函数是

纯函数⽽且⽆状态（⽐如，它不可能与系统的其他部分进⾏交互）。因为合

约没有任何类型的可变存储器，因此没有“消息”的概念。以太坊宣称⾃⼰是

不限于⾦融逻辑的平台，理论上可以应⽤于各⾏各业。⽽我们的 Corda 平

台暂不考虑⾮⾦融应⽤，⾄少前期如此。

6 路线图

为了达成这项设计⽅案，我们⾸先⽤代码模拟并绘制了 Corda 组件的

产品原型图，以验证设计概念的⽅⽅⾯⾯。Corda 模型有望在中短期内交

付，以下是 Corda 模型的部分（并⾮全部）扩展⽅向。

• 交易分解与强化唯⼀性服务：整合多种机制以有选择地隐藏部分交易，

包括唯⼀性服务的模糊处理；

• 合约验证沙箱：显式链接最⼩的 Java 库⽩名单；

• 基于插件的钱包，⽤于位置推理；

• 数据库或⽹关对应所属（或其他）商业逻辑执⾏者（⽐如中央机构或

估值代理⽅），参与⽅在账本上可验证执⾏者⾝份。

• 使⽤ Corda 模型来管理⽤户⾝份;

• 互操作性和数据集成：尤其参照 FpML 和 ISO20022，⽀持其他数据

格式和其他平台的集成或互操作性；

• 为涉及的数据构建应⽤程序；

• 使⽤技术来强化隐私性，⽐如不规则分布地址、零知识证明和资产发

⾏⽅案等；

• 未来⾦融⼯具的参考合约；

• 原⽣⽀持资产组合层级的商业逻辑，⽐如状态对象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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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相⽐现有的分布式账本和区块链平台，Corda 平台的创建有着明确的⽬

的，即记录和执⾏注册⾦融机构的业务协议，⽽并⾮为所有问题提供解决⽅

案。因此，Corda 的数据分配和交易语义均独辟蹊径，但仍保持了分布式账

本的特性，⾦融机构也正是因为这类特性才对 R3 之类项⽬产⽣兴趣，换⽽

⾔之，就是采取⼀种⾃动化且可实施的⽅式来确保⾦融协议的可靠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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