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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关键字：治理 去中心化 协作 激励 自进化 自治

星云链（Nebulas）是开源公链，星云是自治元网络（Autonomous Metanet） [1]，
星云专注于处理复杂数据和交互、复杂的协作关系，致力于通过区块链等技术手段，
实现让每个人从去中心化协作中公平获益的愿景 [2]。

本橙皮书着重介绍为了实现愿景，星云如何借助于独有的创新技术治理链上公
共资产，探索全新的去中心化协作模式，实现提供正向激励、可自进化的去中心化自
治组织（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DAO） [3]。星云治理在如下三方
面进行了独创设计，本书将一一介绍：

1. 组织结构和监督机制：独立运行且互相制约的星云三会：星云理事会、星云基
金会、星云技术委员会，阐述其基本构成、权力和义务；

2. 链上协作方式：星云通过“NAT 链上投票”（参见5.4）实现社区协作和系统升级
的流程；

3. 经济体和激励： NAT 链上投票的经济体设计，以及在星云治理过程中，该经济
体如何对每一位社区成员提供正向激励。

2 背景

星云治理的目的是实现星云愿景，聚焦去中心化协作。在谈论具体的星云治理措
施之前，需要先了解当前新场景下出现的协作困境，以及星云的治理方式想要解决的
问题。

人类是具有社会性的，我们对协作（Collaboration）并不陌生。即便是孤岛上的
鲁滨逊，也和星期五磨合出了一套相处模式 [4]。协作方式本身没有绝对高低优劣之
分，在不同场景下，应选择适合该场景的一种或多种协作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协
作场景已经从人与人面对面合作，升级到全球化的跨越多地区、并有多组织参与的协
作。协作的目标结果也更为多变，成果从实物到虚拟，协作的时间跨度也变得更长、
更灵活。

1



星云并不力求颠覆其它协作方式，也不排斥多种协作方式混用。星云尝试寻找更
合适的协作方式，补足当前其它协作方式在新场景下的不足。新的应用场景有如下特
点：

• 信息交互从单一、简单的功能向复杂、多样发展。

去中心化的电子加密货币比特币的诞生让区块链可以记录交易信息。以以太坊
为代表的第二代区块链系统提出了具有图灵完备性的智能合约，区块链变得可
编程。逐步出现了链内、链外、“跨链”等不同场景的数据和资产交互问题。

• 用户角色也随之越来越多。

早期比特币社区只有矿工和持币者，有了以太坊之后出现了开发者、应用使用
者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区块链，不同用户角色的责权利如何分配受到挑战。

当前常见的协作方式在新场景下的不足举例：

1. 中心化治理无法应对复杂的新场景。

区块链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去中心化、非信任、基于博弈的自治体系，其真正的魅
力是在去中心化思想下，基于共识机制的开放协作模式 [5]。但有的区块链项目
干脆反其道而行之，使用中心化方式进行治理，如直接通过核心仲裁法庭直接
对黑客进行判决。这种方式的正当性和公平性难以得到保障。面对复杂的数据
交互形态和丰富的用户角色，中心化的单一评判标准很难做到广而全面，引起
社区成员反抗。2019 年 1 月 11 日，EOS Authority 发起了关于是否废除 ECAF

（EOS 核心仲裁法庭）的投票，支持废除的比例高达 98% [6]。

2. 现有的去中心化治理方式规则不统一。

例如比特币社区，对矿工和持币者等不同角色的用户来说，对应的规则并不相
同，且不明确。此类去中心化治理方式容易引起社区发展目标不明确，难以有
效组织和迭代升级。

3. 传统去中心化协作方式常现公地悲剧 [7]。

传统去中心化协作项目，如大量开源社区，本身利益模型不明确，经费来源往
往主要靠捐赠，升级进化过于依赖开发者的兴趣，经常会出现公地悲剧、生态
进化缓慢等问题。使用公共资源（如开源代码）的人多，作出贡献的人少。依
托大公司和企业定向捐赠的开源项目又经常会被大公司的发展方向牵制，成为
企业的附属。

区块链技术因为有了代币的存在，让我们有机会通过提供可持续的激励，构建
良性经济体来解决去中心化协作的基本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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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早期区块链项目共识机制激励不全面，社区参与度低。

如比特币使用的共识机制工作量证明（Proof of Work，PoW [8]）仅专注挖矿激
励，此种单一激励不能应对用户角色的逐渐丰富。去中心化的以太坊由于升级
缓慢而饱受诟病。以太坊的升级提案需要得到社区广泛认同后由矿工完成操作
之后才可执行，但整个生态中各方意见难以统一，以太坊的激励没有覆盖整个
生态的不同用户角色。“事不关己”的现象导致以太坊升级提案参与度低，迟迟难
以执行，生态发展受阻。

目前不存在完善的方案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意识到，应对具备前所未有复杂
度的新世界，新技术的诞生众望所归。

3 星云治理概述

星云治理以链上治理为核心，以链上资产为主要治理对象，链上交互为基本协作
方式，解决上述新场景下的治理困境，设计更好的去中心化协作方式，以实现星云愿
景。

3.1 技术基础

开源公链星云链在 2017 年设计之初便围绕实现星云愿景而展开，为星云治理的
实施打下技术基础。

星云是自治元网络，星云链使用超映射结构元数据解决复杂数据和交互的问题，
拥有衡量链上数据价值的核心能力（星云指数，Nebulas Rank，NR）；使用全新的
共识机制和升级能力解决复杂协作问题，提供持久的正向激励（星云激励，Nebulas
Incentive，NI），且无需硬分叉即可升级（星云原力，Nebulas Force，NF）。星云致力
于通过技术手段，减小人为治理通常存在的摩擦和治理成本，用科技改变协作关系，
促进社区良性发展。详细星云技术特点请参考《星云技术白皮书》 [9]。

3.2 基本权利主张

一切复杂系统的演绎从制定符合“常识”的基本规律开始。区块链资产的基本构成
单位是“地址”（Address），也是星云治理的基本单位。在此，我们正式提出关于星云
链“地址”三点基本权利主张：

1. 拥有和操作星云链上资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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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起提案的权利；

3. 参与投票的权利。

星云坚信每个地址在系统中拥有以上基本权利，在任何条件下不受侵犯。每个地
址所对应的私钥是该地址控制权的唯一凭证，通过它，每一位星云社区成员都享有使
用星云主网、参与社区决策、共建星云生态的权利。

星云治理基于此三点基本权利主张进行。任何社区成员都可以提出提案，通过社
区链上投票进行治理，星云未来发展方向的决定权在每一位星云社区成员手中。

3.3 治理范围

星云治理所针对的公共资产主要包括：

1. 公共开源代码知识产权（如星云主网升级等影响到星云链上公共利益的相关代
码）；

2.《星云非技术白皮书》公示的预留公共资金池。

区块链是承载协作关系的网络，亦是承载激励协作关系“资产”的网络，在没有绝
对中心化权力的网络里，相应的公共资产理应属于全体社区成员共同管理。

但同时，星云治理的范围仅限于星云公共资产，并非所有星云链上资产。星云治
理为星云社区提供基本治理手段，星云社区中的组织机构（如 DApp 项目方、交易所
等）可以使用星云治理工具（如 NAT 链上投票）促进自己项目的生态良性发展，但
星云三会并不会“出任”法官角色。此外，星云社区成员的链下行为应同时遵守当地法
律法规。在上一章 2已经描述，不同场景应采用相匹配的治理方式，星云治理并不会
违背设计初衷，盲目扩张其治理范围。

3.4 治理特点

星云治理有如下 4 个特点：

1. 规则全息，公开透明。

所有人在统一的规则之下存续和发展，与此同时，迭代规则的规则也被统一的
规则定义。

2. 良性经济的去中心化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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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社区协作的过程去中心化：星云治理流程以链上治理为核心，辅助社区成
员监督。

(b) 公共资产的治理去中心化：作为带有资产属性的去中心化社区：

• 通过星云三会保障流程正当性和权力相互制约，没有组织或个人具有
至高权力，没有组织或个人可以直接动用公共资产。

• 通过独创的贡献度证明共识机制（Proof of Devotion，PoD）对资产治
理和安全性提供技术保障。

3. 激励完备，社区参与度高。

持久的正向激励是社区组织的核心，自治的基石。

星云独创的核心星云指数（Core Nebulas Rank）可以综合多种参数通过算法综
合判断区块链上某一个账户地址对整个经济系统的贡献度 [10]。基于此，不仅
仅是矿工和持币用户，开发者、活跃的使用者等不同角色对于整个生态的贡献
度都可以得到相对公平的量化，互相之间还可以进行比较，使得星云可以根据
贡献度来激励该生态系统中的每个人。

并且，星云通过提高经济体贡献度、积极参与链上治理（如链上投票）等方式，
星云用户可以通过为社区做贡献而获得相应的 NAT 奖励，得到正向激励。这种
激励是基于算法的原生激励，通过技术保障，而非个人指挥来执行，用工具来
降低个人操纵统治整个网络的可能性。

关于激励有 3 点基本认知：

(a) 正向激励是保证人人公平获益的基础，激励方向错误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
币。

(b) 激励需要持续，短视的激励方案同样会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刺激。

(c) 激励的规模是适当的。

星云在设计技术特点和星云经济体时都始终将激励视为重要组成部分。正向激
励将有望让社区成员更公平地获益，大幅提高社区参与度。

4. 包容性强，协作效率高。

基于星云自治元网络无需硬分叉可自进化的特点，在星云社区，一个提案一旦
通过星云社区公开链上投票，可即刻升级，快速迭代。遇到问题也可快速再次
尝试，拥抱复杂性，容错性强，不会像早期区块链系统，被不成熟的技术和策
略束缚。

在技术效率高的同时，星云治理亦具有简单清晰的流程（参见5.1），从而提高协
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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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结构和监督机制：星云三会

为了达成星云生态发展和资产治理目标，推进星云迈入自治元网络，星云创始团
队将同社区一起组建“星云三会”。组建过程中将严格约定每个组织的权力正当性来源、
组织方式、权力边界，且保证三会之间实现相互制约。星云三会分别为：

1. 星云理事会：监督星云治理流程和星云社区公共资产使用的正当性，为星云生
态发展提供规模优势；

2. 星云基金会：管理所属基金会的资产，聚集资源，运用资本，为星云生态发展
提供效率优势；

3. 星云技术委员会：受星云理事会委托，负责星云项目制生产力组织及质量核查，
为社区提供技术指引和支持。

三个机构独立运行且互相制约。为了保证三个机构的独立性，维持三者之间的制
衡关系，有两个基本原则：

1. 人员权力制约：所有机构向星云社区所有人开放，但每名社区成员不能同时在
两个以上机构中担任职务。

2. 机构权力制约：任意机构不具有独立决策和使用星云公共资产的权力。

如有必要引入新的原则，应始终保证三个机构独立运行且互相制约。

4.1 星云理事会

星云理事会监督星云治理流程和星云社区公共资产使用的正当性，为星云生态
发展提供规模优势。

4.1.1 人员组成

第一届星云理事会理事将设置 7 席，其中，由星云基金会提名 3 席，通过社区
链上公开投票选举产生 4 席。

星云基金会提名席位每两年至少减少 1 席。最晚 6 年后星云基金会不再提名席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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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权力

1. 提请在星云生态中进行“二次投票”（参见5.7.1）的权力。

2. 委托星云技术委员会等组织机构或个人处理星云社区公共事务。

4.1.3 义务

1. 监督治理流程。

2. 监督社区预留资金等公共财产安全。

星云理事会应确保治理流程和社区公共财产使用公开透明，包括但不限于：

1. 定期通过季报等披露材料向社区公示资产使用及社区发展等情况。

2. 如产生技术升级、项目申请驳回重新投票等处理情况，应及时公示。

3. 所有人员选举和委任情况应及时公示。

4.1.4 任期

星云理事会理事任期为 2 年，可连任 1 次。

社区成员对星云理事会有监督权。星云理事会理事任期满一年需要述职。社区根
据述职情况，进行中期投票，未通过中期投票的理事将失去继续任职的资格。

在发生有理事未能通过中期投票的情况时，则由星云技术委员会组织并监督新
一届星云理事会选举。并由述职通过的理事暂时代理星云理事会日常事务，直至新一
届星云理事会理事选举完成。

4.1.5 选举方法

星云理事会理事通过社区链上公开投票选举产生。只要拥有至少一个星云主网
账户地址的社区成员，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

首期星云理事会选举方案由星云基金会代为提出和监督，并向社区征求意见。后
续理事会选举方案可以由社区提起提案迭代。此类提案和星云生态中的其余提案一
样，需经过社区链上公开投票通过后方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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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收益

每一任期收入

如两年任期期满，可获得：10,000 NAS

收益发放

每满半年分发一次，每一任期即 2 年内分 4 次分发。每次分发额度为：1,500
NAS、2,000 NAS、3,000 NAS、3,500 NAS。如中期述职投票没有通过，则后两期收
入不予发放。

财务要求

为保证经济体利益的一致性，和星云理事会政策的延续性，星云理事会理事正式
入职时需要抵押 100,000 NAS，卸任半年后解锁返还。

4.2 星云基金会

星云创始团队于 2017 年 6 月组建，星云基金会随之成立，负责星云团队的运维
及团队成员的期权，保障项目正常进行，实现《星云非技术白皮书》中设定的发展路
线图。

在《星云非技术白皮书》中承诺的技术点全部实现之后，星云基金会将管理所属
基金会的资产，聚集资源，运用资本，为星云生态发展提供效率优势。

4.2.1 人员组成

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不少于 5 席。其中，含星云基金会主席 1 席，秘书长 1 席。

4.2.2 权力

1. 基金会内部席位的选举和被选举权。

2. 参与基金会发展和投资等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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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义务

1. 管理所属星云基金会的资产。

2. 按照星云发展需求组织生产，保障星云项目研发可以正常进行，按时完成《星
云非技术白皮书》中承诺的技术点。

3. 每年一次对星云理事会述职，持续为星云生态服务。

4.2.4 任期

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任期为 1 年，可连任。

4.2.5 入选方法

入选资格

星云基金会采用按资入围制。享有期权额度达到一定额度的人员自动拥有成为
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的资格。每位具有成为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资格的人员拥有放弃
成为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的权利。当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不足 5 名时，则依照期权额
度排位候补。

星云基金会主席

星云基金会主席在星云基金会内部推选而得。每位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具有星
云基金会主席被选举权和选举权。

星云基金会主席支持率需要过半。如果无人支持率过半，则末位淘汰后重新投
票。

星云基金会秘书长

星云基金会秘书长由星云基金会主席在具有成为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资格的人
员中委任。

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

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由星云基金会主席在具有成为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资格的
人员中委任。

9



罢免

星云基金会可通过内部决议罢免任意一名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但结果必须向
社区公示。

被罢免的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有权向社区公开述职，并有一次机会发起链上社
区公开投票请求恢复职务。

4.2.6 收益

总收入

1. 星云基金会薪资及相关期权奖励。

2. 星云基金会生态投资等相关业务带来的收益。

财务要求

为保证经济体利益的一致性，和星云基金会政策的延续性，星云基金会常务理事
正式入职时需要抵押 50,000 NAS，卸任半年后解锁返还。

4.3 星云技术委员会

星云技术委员会成立于 2018 年 9 月。成立至今，星云技术委员会秉持着开放、
共享、透明的精神，致力于推动星云链技术研发逐步去中心化、社区化。

自星云理事会成立后，原由星云团队核心成员构成的星云技术委员会将完成历
史使命，转型为社区化团队。星云技术委员会受星云理事会委托，负责星云项目制生
产力组织及质量核查，为社区提供技术指引和支持。

4.3.1 人员组成

星云技术委员会人数不限。

4.3.2 权力

1. 向理事会发起提案重审的权力。

2. 享有星云技术专家团队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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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1. 社区化提案质量监督，出具相关测试报告和技术评级报告。

4.3.3 任期

技术委员会委员任期 1 年，可连任。

4.3.4 入选方法

技术委员会采用自荐和社区推荐相结合的方法选择，对社区公开述职。具体将由
星云理事会组织进行。

4.3.5 收益

总收入

• 委托佣金（按月发放）

• 项目审核和监督的咨询费用

财务要求

为保证经济体利益的一致性，和星云技术委员会政策的延续性，星云技术委员会
委员正式入职时需要抵押 25,000 NAS。卸任 3 个月后解锁返还。

5 链上治理和激励

星云聚焦链上治理，致力于运用区块链技术来提供更公平的协作环境。

5.1 链上治理流程

星云链上治理通用流程如图 1：

1. 提案阶段（Proposal Period）：发起人在社区公开发起提案，在提案投票期间，
如果通过了 NAT 链上投票，则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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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星云链上治理通用流程图

2. 执行阶段（Develop Period）：项目立项，提案人本人或经本人认可的社区成员
按计划执行；

3. 公测阶段（Testing Period）：执行人提交结果，在公测投票期间，如果通过了
NAT 链上投票，则进入下一阶段；

4. 发布阶段（NBRE Period）：通过了两次投票的项目，社区没有异议且经技术委
员会验收核实，即可最终执行发布。

其中，“NAT 链上投票”是核心手段，包括两部分：

1. 投票介质：NAT 及其底层算法是星云链上治理的重要工具；

2. 链上投票流程。

本章节将对其进行重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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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投票基本原则

星云生态通过星云主网实现链上投票。社区投出的每一票，将在星云链的区块上
公开透明地展现。在星云链的系统中，投票将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投票的最基本单位是一个星云主网地址。

2. 星云链的投票权重将参照地址的星云指数。

3. 对系统有积极贡献的行为应被奖励更多的投票权，在投票的场景中，我们认为
投票行为是对星云系统有积极贡献的行为，应被激励更多的投票权。

5.3 投票方式

投票将通过星云主网上的投票智能合约实现，每个地址可以选择投赞同、反对、
弃权三种票。亦可不参与投票。

5.4 投票介质：NAT

5.4.1 概述

• 名称： Nebulas Autonomous Token

• 代号： NAT

• 形式： NRC20 token

NAT 以 NRC20 Token 的形式体现，并作为星云生态治理场景中的投票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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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星云指数？ 星云指数是首个衡量区块链多维数据的价值标
准，是星云核心的排序算法。
在星云经济体中，治理的基本单位是一个地址（参见3.2）。星云指数
通过对每个地址贡献度的数学表达，量化了每个“个体”对于经济总
量的贡献。星云指数分为核心星云指数和扩展星云指数（Extended
Nebulas Ranks）。其中，核心星云指数受两个因素影响：

1. 账户在一定时期内的资产中值；

2. 账户在一定时期内的出入度衡量。

在宏观层面，核心星云指数使用经济学中经典的货币数量方程描述
了区块链中货币数量、货币价值和流通速率以及生产力几者之间的
关系。因此，全网的核心星云指数可以反映星云生态整体的流通性
和活跃度。

NAT 和星云指数的关系？ NAT 的发行主要参考“核心星云指数”，
是核心星云指数的资产表现，NAT 发行将以周为单位，参考一周之
内地址的资产中值和出入度衡量计算所得的星云指数。关于星云指
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2018 年 6 月星云研究院发布的《星云指数黄
皮书》。

如何查询星云指数？ 星云指数在 2019 年 5 月 6 日 Nebulas
NOVA [11] 完成第一次投票升级后上链，可以通过 Nebulas NOVA
的核心能力星云区块链可执行环境（Nebulas Blockchain Runtime
Environment，NBRE）实现升级。核心星云指数开源，可在线查
询 [12]。

5.4.2 应用场景

NAT 是星云治理中，链上投票场景的唯一介质，支持星云推进社区的治理。社
区成员可以通过 NAT 进行链上投票表达自己对星云生态的意见，包括但不限于星云
理事会的选举、星云主网通过星云区块链可执行环境（NBRE）执行星云协议表示

（Nebulas Protocol Representation，NRR）、社区提案的立项、项目成果公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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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发行

NAT 的发行方式和比特币类似，在总量存在上限的前提下，按一定周期内全网
星云指数的情况，以周为单位递减释放。

NAT 协议的数量上限和星云链主网的全网星云指数值相关，释放量按周递减。
递减系数为：λ。初始数值 λ=0.997，即约在第 180 周时，发行量递减为第一周的 58%。

NAT 的初始发行量以 2019 年 5 月 6 日星云主网 Nebulas NOVA 完成第一次投
票升级后的全网星云指数为参照。假设全网星云指数和初始参数不变，NAT 初始总
量上限为 1,000 亿枚。

5.4.4 管理 NAT

用户可以在 NAS nano Pro [13] 及其他支持 NRC20 的客户端中 [14] 管理自己的
NAT。同时，用户可以在支持星云链的区块链浏览器 [15] 上查看 NAT 的交易、流通
情况等。

5.5 获取 NAT

所有拥有星云主网地址的用户均有机会获得 NAT。除黑名单地址外，星云主网
地址的用户可以通过提升地址的星云指数、参与星云主网链上投票，或质押 NAS 三
种方式获得 NAT。

NAT 的黑名单地址 在 NAT 的发行过程中，与星云“地址”基本权利主张（参见 3.2）
任何一条产生冲突的地址将被归为黑名单地址。黑名单地址只能根据其享有的权利获
得部分 NAT。

例如中心化交易所的地址就被归为黑名单地址。依照星云地址第一点基本权利
主张，该地址具备拥有和操作星云链上资产的权利，所以交易所的归集地址可以在同
等条件下按照地址的星云指数获得 NAT，但这部分 NAT 的产权应属于对应的交易所
用户。依照星云地址第二、第三点基本权利主张，在交易所证明该归集地址充分代表
了相应托管资产用户提案和投票意愿之前，交易所归集地址并不具备发起提案和参与
提案投票的权利，因此亦不能通过参与投票获得投票部分的 NAT 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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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通过提升地址的星云指数获得 NAT

对于有星云指数的地址，NAT 协议将按周向该地址进行发放，发放的数量将参
照该地址上一周的星云指数和星云全网星云指数的情况。

对于有星云指数的地址，每周获得 NAT 的数量递减，递减系数为 λ。初始数值
λ=0.997。

在第 i 周，获得 NAT 的比例约为：

1NR = z(xne, xe, µ)× λi NAT (1)

其中：

• λ：衰减系数；

• µ：投票行为的激励参数；

• xne：全网非交易所地址的星云指数总和；

• xe：全网交易所地址的星云指数总和；

• z(xne, xe, µ)：以 xne、xe 和 µ 为变量的函数，星云指数和 NAT 的兑换比例。

5.5.2 通过质押星云链主网原生代币（NAS）获得 NAT

从 2019 年 5 月 6 日开始，星云主网地址用户可以选择向投票的智能合约质押星
云主网原生代币星云币（NAS）获得 NAT。

质押 NAS 的用户将从质押开始后的第 2 周（即不早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开始
获得 NAT。如果用户取回质押的 NAS，则停止获得 NAT。

质押 NAS 的用户每周获得 NAT 的数量递减，递减系数为 λ，初始数值 λ=0.997，

第 i 周质押 NAS 获得 NAT 的比例为：

xNAS → α× z(xne, xe, µ)× g(x)× λiNAT (2)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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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质押 NAS 的数量；

• α：质押系数，初始数值 α=5；

• z(xne, xe, µ)：以 xne、xe 和 µ 为变量的函数，星云指数和 NAT 的兑换比例；

• g(x)：与 x 相关的函数，用于模拟以 x 值的 NAS 在星云主网获得的星云指数
的情况。

如何发起质押？

用户可以通过使用星云钱包 NAS nano Pro 或其他支持 NAS 的客户端向投票智
能合约发送交易，确认要质押 NAS 的数量。

为了保证用户可以获得并管理 NAT，用户需要用自己掌握私钥的主网地址向星
云的投票智能合约发送 NAS 完成质押，请勿使用交易所账户发送交易。

如何取消质押？

用户可以通过 NAS nano Pro 或其他客户端调用智能合约申请取消，取消后可立
即取回质押的 NAS，取消质押后，则停止获得 NAT。

5.5.3 通过参与星云链上投票获得 NAT

星云主网地址获得了 NAT 后，可以选择参与或不参与社区治理链上投票。在此
次投票周期中，如果用户参与了投票，无论投出赞成、反对还是弃权票，均可获得投
票激励。如果未参与投票，则无法获得激励。

激励规模

我们认为激励的规模应该是适当的，不应该被恶意使用。投票的激励会取决于：

1. 该地址当周所投 NAT 的数量；

2. 该地址上一周星云指数及该星云指数对应可获得的 NAT。

当用户投出符合自己地址星云指数对应的 NAT 会得到激励，如果用户投出的
NAT 超过自己地址星云指数对应的 NAT，超出部分将无法获得激励。

第 i 周，参与链上投票的地址获得的激励规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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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min{Nv, Nnr} × λi (3)

其中：

• µ：激励系数，初始数值 µ=10；

• λ：递减系数，初始数值 λ=0.997；

• Nv：当周该地址投出的 NAT 数额；

• Nnr：该地址上一周的星云指数对应可获得的 NAT。

即，当该地址当周投出的 Nv 小于或等于 Nnr 的时候，获得的激励数量为 µ×Nv，
当该地址当周投出的 Nv 大于 Nnr 的时候，获得的激励数量为 µ×Nnr。

举例来说，假如某个地址根据上一周的星云指数值获得了 10 NAT，该地址上一
共有 1,000 NAT，如果当周该地址投出了 5 NAT，小于该地址上一周星云指数对应可
获得的 NAT 数值（10 NAT），故将获得 10× 5 = 50 NAT 投票激励。如果该地址投
出了 1,000 NAT，超出 10 NAT，则将获得 10× 10 = 100 NAT 投票激励。

和提升星云指数获得 NAT 及质押 NAS 获得 NAT 一样，通过投票激励获得的
NAT 也是按周递减的，递减系数为 λ，初始数值 λ=0.997。

5.6 投票规则

5.6.1 投票手续费

每次投票将收取 θ% NAT 将作为投票手续费，此部分手续费由星云理事会授权
交由星云基金会作为 NAT 项目的专项运营资金管理，项目团队不得将此部分手续费
直接用于投票。初始数值 θ=3。

5.6.2 投票和 NAT 销毁

在每个发行周期内，用户投入星云链投票智能合约的 NAT 将被立即销毁，销毁
的比例会按照周期递减，递减速率和 NAT 发行的递减速率一致。每个周期内销毁部
分的 NAT 将按照 NAT 销毁速率函数计算，具体公式参见附录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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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投票通过标准

投票是否通过将通过两个维度的标准来衡量：投票的参与度和赞成票的占比。

1. 投票参与度：

对于涉及到使用公共资产支持的提案，投票的参与度不得低于该提案提起资产
占全网流通资产的比例。

如某提案要求动用 X NAS 支持，此时星云主网中流通的 NAS（任何未在锁
仓/质押状态、可随时在星云主网上进行转账交易的 NAS）为 Y。

则此提案通过需要达成的全网投票参与度不得低于 X/Y，换算成 NAT 来表示，
及参与此次投票的 NAT 与该周期初期给用户的 NAT 的比例不得低于 X/Y。

对于不涉及到使用公共资产支持的提案，投票的参与度由社区共同决定，此类
提案包括但不限于星云主网参数的调整、NBRE 要执行的 NPR 等。

2. 赞成票的占比：

在满足投票最低参与度之外，某一提案投票是否通过还需要满足赞成票占总投
入票数的比例不得低于 51%。

即假设某一提案共收到票数为 N，其中赞成票为 Y，反对票为 N，弃权票为 A，
则只有当 Y /(Y +N + A) ≥ 51% 时，此提案才被视为投票通过。

5.7 投票监督和管理

5.7.1 投票流程监督

星云技术委员会受星云理事会委任，负责监督治理流程，保证整个流程公开透
明。星云社区链上公开投票由星云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和管理。

公开投票接受社区所有成员的公开监督。针对违反星云基本权利主张的提案，星
云技术委员会可以向星云理事会发起重审提案申请。星云理事会作为星云生态中治理
流程正当性的监督者，有权对某一提案提起且仅能提起一次进行“二次投票”的要求。

当理事会提出“二次投票”的要求时，该提案被视为进入到新的投票周期进行一次
新的投票。第一次投票过程中的结果不被执行，第一次投票投出的 NAT 不予返还，
会按照当周期的烧毁速率进行烧毁。

二次投票的投票参与度需大于第一次投票的参与度。即假设第一次投票的参与
度为 X/Y , 则第二次投票的参与度应大于 X/Y , 且赞成票的比例不低于 51%，方可
视为投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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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NAT 参数调整

NAT 的发行过程涉及到如下系数：

1. α：质押系数，初始数值 α=5

2. µ：投票奖励系数，初始数值 µ=10

3. λ：递减系数，初始数值 λ=0.997

4. θ：投票手续费，初始数值 θ=3

系数的调整需要经过星云生态的治理投票流程，星云基金会或 NAT 项目团队无
权擅自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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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NAT 发行算法

NAT 的发行是根据每个用户的星云指数、投票行为以及质押情况决定的，没有
预发行。

A.1 概述

NAT 的发行按照星云指数的计算周期进行（注意，投票周期和星云指数周期相
同），也就是说，在每个星云指数的计算周期结束，根据该星云指数计算周期每个用
户的星云指数情况及投票、质押行为进行发放。基本来说，对于周期 i，系统中新增
的 NAT Ti 分为三个部分：根据地址的星云指数获得的部分 Ai、投票激励部分 Vi、质
押激励部分 Di。另外，用户用于投票的 NAT 会被销毁一定的比例，假设对于周期 i，
系统中因投票减少的 NAT 为 Mi，则系统中总的 NAT 发行量为：

∞∑
i=1

(Ai + Vi +Di −Mi) (4)

为方便说明，此处先给出本章涉及到的符号，并给出相应的说明，

• Ci: 系统在周期 i 的星云指数总和；

• ci,j: 用户 j ∈ U 在周期 i 的星云指数值；

• di,j: 用户 j ∈ U 在周期 i 质押的 NAS 总量；

• vi,j: 用户 j ∈ U 在周期 i 投票的 NAT 总量。

A.2 根据地址的星云指数获得的部分

此部分与用户的星云指数相关，定义为：

f(x) = g(x)λi (5)

其中 x 为用户星云指数；g(x) 为调整 NAT 总量与星云指数总量关系的比例函数，且
满足 g(0) = 0；λ 为衰减系数，且 λ < 1。由于 λ < 1，易知 limi→∞ f(x)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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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此部分在周期 i 的新增总量为：

Ai =
∞∑
i=1

f(Ci)� (6)

A.3 投票激励部分

投票激励部分和用户的投票行为，以及星云指数相关，对于用户 j ∈ U，投票激
励为：

µf(xi−1,j)min{ vi,j
f(xi−1,j)

, 1} (7)

其中 µ 为投票激励系数，µ > 1，表示对用户的投票行为给予额外的奖励，可以根据
系统中流通的 NAS 的数量变化调整。

A.4 质押部分

质押部分获得的 NAT 应与部分 NAS 提升星云指数获得的部分存在相关性。根
据星云指数的性质可知，给定 NAS，其存在星云指数的上限 h(di,j) [16]，

则定义质押部分获得的 NAT 为：

Di =
∞∑
i=1

αf(h(di,j)) (8)

其中 α 为质押激励系数。

A.5 销毁部分

用户每次投票，都会有一部分被销毁，剩余的部分返还给用户，同时，NAT 项
目团队为了支付投票活动的必要开销，对每笔投票征收 θ% 的费用。因此，对每个用
户而言，定义销毁部分为：

(1− θ%)× βi × vi,j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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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 为销毁系数，且 β < 1。因此，

Mi =
∞∑
i=1

(1− θ%)× βi × vi,j� (10)

A.6 分析

注意：

• 目前版本暂定赞同票与反对票没有区别，即返还比例相同。之后可根据票种设
定并乘上不同的返回参数 µ1；

• 若考虑到投票完成后系统的总星云指数变化，则可再乘上一个系数 µ2，用于反
应该周期系统的繁荣度。

特征 1. 本算法能满足 NAT 总量的收敛性，即 NAT 总量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超过一个

上限。

证明. 根据《星云技术白皮书》的设定，NAS 的固定总量为 109，平均每周大约增发

（在固定总量的基础上）0.2%，故在第 n 个投票周期市面上现存 NAS 总量不会超过

109(1 + 0.002n)。

接下来我们证明所有地址一个周期内的资产中值（见《星云指数黄皮书》中的定

义）总和不会超过市面上现存 NAS 总量。这是因为，对于任意一笔数量为 y 的 NAS

资产，他只能最多在一个地址内存在该周期一半以上的时间（三天半），故最多给全

网节点的总资产中值提供 y 的贡献。

同样根据星云指数黄皮书的设定，任何一个地址的星云指数值不会超过该地址

的资产中值（指同样一个周期内，注意星云指数和 NAT 的计算都是以周为单位，具

有同步性），这是因为黄皮书星云指数计算公式 Ω(·)Ψ(·) 中，以资产中值为输入的

Wilbur 函数 Ω(·) 满足 Ω(x) ≤ x，且出入度函数 Ψ(·) 值域不超过 1。

结合上述结论，可得在第 n个周期，所有地址星云指数总和不超过 109(1+0.002n)，

从而根据地址星云指数获得的 NAT 不超过 g(109(1 + 0.002n))λn。

又因为投票激励部分的 NAT 不超过增发部分乘以 µ，故即使加上返还部分带来

的增量，周期 n 内激励部分 NAT 的总增量不超过 µg(109(1 + 0.002n))λn。另外，质

押部分带来的增量不超过 NAS 总量 g(109(1 + 0.002n))λ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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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欲证 NAT 总量的收敛性，因为根据地址的星云指数获得的部分、质押部

分和激励部分均随时间指数级衰减，故只需证明级数：

∞∑
n=1

µg(109(1 + 0.002n))λn (11)

收敛。由于 g(·) 为线性函数，故

lim
n→∞

µg(109(1 + 0.002(n+ 1)))λn+1

µg(109(1 + 0.002n))λn
= λ < 1 (12)

由比式判别法可得该级数收敛，证毕。

同时，上述投票算法具有下列良好性质。

1. 抗滚雪球效应：如若简单的按固定比例返还 NAT，则一个用户可以每次投出所
有的 NAT 并享受大于 1 比例的返还（如 1.1）, 则其总 NAT 将按 1.1n 指数级
上升，增长过于庞大。

2. 抗收买性：若一个低星云指数的用户以购买的方式获取大量 NAT 并用于投票，
由于对低星云指数用户我们设定的对应 xj

i−1 较低，返还的 NAT 很少，大部分
都被烧毁，导致该用户剩余 NAT 很少作为惩罚。

3. 抗通货膨胀：由于系统增发 NAT 比例与当前市场 NAT 总量有关，可有效控制
NAT 的贬值。

4. 头部效应：早期拥有高星云指数的用户能拥有更高 NAT 总量。

附录 B 星云资产监管方案

如图 2，星云资产包括社区公共资产和星云基金会监管资产两部分。

B.1 社区公共资产

B.1.1 构成

• 星云非技术白皮书资产分配相关章节中提及的社区生态预留部分：35,000,000
NAS（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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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识记账系统增发，每日自动产生（8,219.1744 NAS/日），包括：

– 2%：共识记账收入（截止节点分发之前）

– 1%：星云理事会项目发展资金储备

• 开发者激励协议（Developer Incentive Protocol，DIP） [17] 产生的原生激励：自
2019 年 5 月 13 日起产生，初始为 1%

B.1.2 管理

公共资产属于社区，通过星云链上治理流程由社区共同参与管理，星云理事会负
责监督。

B.2 星云基金会资产

B.2.1 构成

• 星云非技术白皮书资产分配相关章节中提及的星云团队预留部分：20,000,000
NAS（20%）

• 星云社区发展基金（生态投资余额）：5,000,000 NAS（5%）

• 早期私募所得项目发展资金

• 早期生态投资所得

B.2.2 管理

星云基金会资产由星云基金会管理，星云基金会应确保资产整体使用情况公开
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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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星云资产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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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Change Log

• 0.0.9 Release.

• 0.1.0 Update Figures and polish.

• 0.1.1 Fix typo in Appendix A. Change

µf(xi,j)min{ vi,j
f(xi−1,j)

, 1}

to

µf(xi−1,j)min{ vi,j
f(xi−1,j)

, 1}.

• 0.1.2 P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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