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k 的区块链运营到底需要做什么？ 
 

 
 

 
 

关于区块链的运营，我想先说一下自己和区块链的结缘吧。 

  

在 2018 年之前，我觉得自己和区块链没什么关系，尽管当时比特币、以太坊

都已经特别火，但是我依旧认为那都是技术同学的事情，运营参与不到其中。 

 

在 18 年 3 月份「三点钟区块链」特别火，很多大佬深夜聊区块链，春节期间

朋友圈到处传着他们的聊天截图。 

 

 



网络上盛传的「三点钟区块链」聊天截图 

 

当时感觉区块链是大佬在玩的，跟我们这些一线搬砖干活的运营也没啥关系。 

  

到 2018 年 5 月份的时候，出现了我对区块链认知的一个转折点。 

  

那会我在为运营社寻求 Pre-A 轮的融资，在种子轮投资人@杨向阳 的引荐下我

认识了分布式资本的@沈波 。当时聊了不到半小时他就投决定投运营研究社了

（我们是一个运营技能在线教育项目），整个沟通的过程非常的愉快，我也没做过

多犹豫就拿了沈波老师的投资。 

 

 
来自每日币读 

 

在对区块链行业的研究过程中，我才知道分布式资本以及沈波老师在区块链的

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去找某个公链项目做运营调研，一开始我是说运营

研究社拥有 30 万用户，可以给他们的项目做品牌宣传的，然而他们并不同意

合作，后来我说运营研究社是分布式资本投资的，对方就非常快的安排相关运

营同学和我对接了。 

  



在后续与沈波老师的多次沟通中，我也知道了他快速做出投资运营研究社的决

策逻辑，运营研究社是国内最大运营从业者社群，同时「运营从业者」和「社

群运营经验」恰恰是当下区块链行业最需要的。 

  

关于区块链亟需运营人才，我还从另一位区块链大咖得到了确认。在一次活动

中，我遇到全球市值排名前 50 的项目 Vechain 创始人，他跟我说区块链非常

需要的是人才三类，一个是战略人才，第二个技术人才、第三个运营人才，对

于公链项目来说说非常需要给生态里的 Dapp 做运营赋能。 

 

 

 

当时，我就一个感想： 

 

“赶上风口了，运营从业者都赶上风口了。” 

 

在 5 月份之后我就开始投入精力去研究区块链了，把所有区块链行业里能够

看到的商业模式都研究了一遍，每个形态我都找到了对应的优质项目进行调研，

3 个多月时间前后跟近 100 位区块链运营调研，我也把其中他们可以对外分

享的内容写在了书里。 

 

另外，我发现目前的区块链媒体和图书，它们都在聊技术、Token 价值、经济

模型，就是没有人来聊区块链的运营，我想把这本书打造成互联网运营到进入



区块链行业的快速通道，通过它可以快速的通往区块链的世界，成为一名合格

的区块链运营。 

  

为了帮助你可以快速的建立对区块链行业认知，我想跟讲两个话题，区块链社

群运营都需要做哪些事情？它们与互联网社群运营的区别在哪？ 

  

 

 

区块链运营需要做什么？ 

 

在跌荡起伏的区块链项目，社群运营都需要做什么？ 

    

在互联网项目中，我们会以用户量来标记整个项目发展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好

的项目是会以指数级曲线的路劲进行增长。 

 

在区块链项目中，则是以 Token 价值的来作为发展标记，在整个过程中你可

以体会倒比互联网还刺激的“跌宕起伏”。 

 

 

 



区块链项目的第 1 阶段是私募阶段，这个阶段的项目只有一份白皮书（项目说

明手册）没有实际的产品，主要是去勾搭基金和大咖来认购 Token。可以说私

募阶段属于资本层面的事情，对于运营来说，主要是根据白皮书来做社群运营

规划。 

  

区块链项目的第 2 阶段是公募阶段，由于这个阶段的 Token 发行价格不会很

高，你可以让公募成为你的一个社群用户增长点，用公募额度来引导用户完成

某些任务，吸引真正的铁粉用户，比如说给社群邀请多少好友？对项目了解多

少分？ 

  

区块链项目第 3 阶段是公开发行 Token，它会项目热度的最高点，项目可以

在这个阶段快速吸引用非常多的 Token 爱好者，主要渠道包括交易所、自媒

体传播、用户自发传播。 

 

为了把握主这个关键点，运营需要提前把预热做好，把社群用户关注度调动起

来，策划一些能够让用户把上线交易所这件事传播出去的活动。 

 

 

 

区块链项目第 4 阶段是主网/应用落地，它能够帮助你获取到平时接触不到的

用户，它是之前承诺的兑现，作为运营你要让所有的社群用户感觉到这是一个



光荣的时刻，你需要去倒计时提醒用户，并且策划相应的活动来感谢那些曾经

一直支持项目的小伙伴。 

  

区块链项目第 5 阶段是社区生态伙伴搭建，它跟项目的类型有关，公链项目的

社区生态伙伴是技术开发者、商业合作伙伴、超级节点，Dapp 的社区生态合

作伙伴是有多少核心用户、流量获取渠道、生产供应商。 

 

这个阶段的运营主要是发布周报同步社区利好，同时制定并实现社区 Token 

激励计划，让更多的社区用户能够真正的参与到项目的贡献中来。关于在社区

激励计划方面做比较成熟的是交易所，还有市值排名靠前的的公链项目的，比

如 Vechain、EOS、以太坊、本体、公信宝等。 

  

区块链项目第 5 阶段是商业应用落地，功能属性的 Token 在交易所的流通属

于一种无效的流通，只有项目的商业应用真实落地了，用户用 Token 来兑换

某种特权，或者开发某项功能消耗掉了 Token，才属于真正有效的流通。 

 

 
 

对于运营来说，在这个阶段就是要引导用户到商业应用场景来使用 Token，并

且真正享受到区块链技术带来的美好。 

  

以上 5 个是区块链项目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项目的热度峰值，其实在峰值之

间都会有低谷，这就组成了去区块链项目的跌荡起伏的过程。运营除了在峰值

处需要努力为项目增值做贡献，还需要在低谷处为项目保值努把力。 

  



对于完成私募且 Token 还没公开发行前的低谷阶段，运营主要工作是做社群

增长，Token 公开发行之后的低谷阶段运营主要工作是 Token 价值管理，通

过社群互动和创始人的分享，让用户觉得项目是好的、有吸引力。 

 

主网上线之后就是激励计划的落地，引导他们去做一些真正对项目有用的事情，

增强更多参与感。 

 

  

 

区块链社群运营的不同之处在哪？ 

 

区块链社群运营与互联网社群运营的区别在哪？ 

 

“区块链项目是先有运营后有产品的，互联网运营是先有产品后有运营的” 

“区块链运营主要是做裂变，通过 Token 来实现用户海量增长的” 

“区块链运营是高沟通成本的，每天都需要花非常多的精力做「客服」” 

  

以上，是区块链运营从业者的回答，也是目前区块链运营的主要工作现状，看

完他们的回答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区块链运营和互联网运营没多大区别啊。 

  

有一次在对研区块链项目 MediShares 的社群运营进行调研时，他们的一个观

点还是蛮颠覆我的。 

 

”用户们加入区块链社群，并不是想获得某种服务，而是来寻找一志同道合的感

觉，是来充值对项目信任度的。 

 

用户不会都在项目官方的社群里边，有可能他们自发组建了社群，并且在里边非

常自律、欢快的聊着项目，这种现象确实是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值得研究。“ 

  



在对近 100 个区块链项目的运营进行调研后，关于区块链运营与互联网运营区

别，我想从运营运营是什么说起。 

  

我将运营理解为是发动目标用户，达成某「目的」的运营手段集合。打个比方，

有个同学想做用户增长，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需要做的是一些高点击文案和

裂变工具，来引导目标用户参加裂变。 

 

 

  

所以在聊区块链社群运营与互联网社群运营的区别时，我想从三个层面来展开。 

  

1）区块链社群运营需要面对更复杂的目标用户 

  

按照简单的金字塔结构来做用户分层的话，用户数量最多也最难搞定的是普通

网民，有 97.5% 的网民目前对于区块链而言属于吃瓜群众，其中最有可能转

化为区块链爱好者的是互联网从业者、股民、区块链应用服务的需求者。 

 



 

 

普通网民往上就是 Token 持有者，这部分人群已经加入区块链行列了，目前

有非常多的项目开始根据他们的 Token 持量做进一步的分群了，并针对不同

数量的分群用户提供不一样的激励政策。 

 

Token 持有者再往上是社区贡献者，关于贡献者的定义每个项目是不一样的，

但是比较常见的是邀请好友、城市节点、内容达人、海外运营、技术开发。 

 

对区块链项目来说，找到海外运营的贡献者非常的重要的，中国人去做海外社

群运营通常都不太好，除了语言障碍，还有文化的差异，而且海外的用户不太

喜欢中国人运营的社群。 

 

社区贡献者再网上就是技术开发者，如果说你做公链的，就是你们的核心了，

你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来参与公链代码的更新，甚至让自发的组建项目组来

做交易所、开发钱包以及其他的小工具。 

  

整个区块链项目用户分层中最顶层的是合作伙伴，他们可能是某家企业结构，

也可能是某个非常有资源的独立用户。 

  

2）区块链社群运营需要更多的关注社群忠诚度 

  



互联网的社群运营更关注拉新、留存、促活、转化、传播等产品数据，而区块

链的社群运营除了关心产品数据，还需要关心用户忠诚度，用户忠诚度可量化，

讲的就是 Token 价值。 

  

(M*V)/Q=P 是一个价值交换公式，通过它你可以可以看到如何保持或者提升

Token 价值。 

 

 

 

M 是项目 Token 的发现总量是多少？V 是 Token 的交易频率，Q 是指真实

有效的交易频率（比如购买某种智能合约开发权限，交易所里的交易属于非真实有效

的交易），P 是价值指数，价值指数越低就意味着你的币值越高。 

  

理解了价值交换公式后，你就知道了为没有真实交易场景的区块链项目来说，

你想要保值和增值，就要引导大家锁仓或者销毁 Token，来增强 Token 的稀

缺性。对于有实际交易场景的项目，就是引导用户消耗 Token，产生真实有效

的流通。 

  

3）区块链社群运营掌握的执行手段会更加的复杂 

  

首先，在社群规划上。你在古典互联网做社群运营，你可以直接拉个群，然后

走一步看一步，不断的迭代修改。区块链不一样，你需要在一开始就要社群规

划好，而且它与区块链项目进度是相挂钩的，不能说你 9 月份要发币，4 月份

就把社群拉过来，这可能周期太久了。 



 

 

  

其次，在社群激励上。你在古典互联网做社群，你可以按照活动和项目来对产

生贡献的用户做激励。 

 

但是在区块链社群里边，你最好同成熟的 App 一样，基于想要达成的运营目

的搭建一个 Token 激励体系在里面，并且明确告知用户，什么人可以参与 

Token 的激励获取，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获得 Token 激励，以及如何消耗和兑

换这些 Token。 

 

 

  



然后，在工具应用上。你在古典互联网做社群，通常是在中国本土作战，只需

要熟练掌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工具即可。 

 

区块链项目自带国际化属性，想做好区块链的社群运营，你还需要熟练掌握海

外社群工具，Telegram、Twitter、Reddit、Youtube、Medium 等。 

 

 

 

最后，在文化差异上。在中国做社群，你可以快速挖掘到一些有流量的词汇和

热点，但是做区块链项目的海外社群时，你可能需要去掌握一些海外的热门词

汇以及节日。 

 

这一块是蛮有挑战的，建议前期可以多发展海外当地的志愿者，让他们来深度

参与社群运营。 

 

区块链的最大魅力在我看来是对生产关系的改变，让企业和用户从对立状态变

成相互信任关系，让互联网彼此 PK 的商业主体变成为“合作”关系。 

 

通过这种关系的改变，区块链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让高成本才能够实现的事情

变成低成本了。 

  

但是区块链也在被妖魔化，有些人会认为任何项目只需要加上「区块链」三个

字，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能够成功。 



 

就拿社群运营的说，我看到很多区块链项目是没有留存和转化意识的，基本上

是发完糖果就没了。 

 

其实社群运营是需要知道如何在 24 小时之内留住用户，如何通过线上互动来

增强用户的连接点提升忠诚度，如何把线下 Meet up 从立项到策划、执行、推

广、复盘都做好。 

  

虽然我们处在风口当中，但我们也是创业项目，对于区块链的公链来说运营需

要做生态，让更多社群用户可以按照共识机制参与到项目； 

 

对于 Dapp 来说运营需要做干货，自产或者引导社群用户生产干货，来吸引和

留着海量的用户，Token 是这些事情的催化剂，它会让你办来更快一些，无论

是从资金和还是社区参与者积极度调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