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2月 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经过近 7个月的调查，认定知网具有市
场支配地位并滥用该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
为，对其依法做出行政处罚：责令知网停止违
法行为，并处以其 2021 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17.52亿元的 5%的罚款，计 8760万元。同时，
要求知网围绕解除独家合作、减轻用户负担、
加强内部合规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整改。

知网方面的回应是诚恳接受，坚决服从。
从年初起，很多科研单位及大学就因知

网数据库高达千万元的订购费用而宣布不再
续订，这些大客户尚且难以承受，对于想要维
权的个人来说境况就更艰难了。从这个意义
上说，知网被处罚是今年中国学术界的大惊
喜，而且是迟到的惊喜。

客观地说，此次惩罚力度对于具有多年
垄断地位的企业来说，即便按照《反垄断法》
的第五十六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
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由反垄断执法机
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
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
罚款，仍过于温柔。

这次判罚并没有提及对违法所得进行相
应处理的信息，由此推断知网基本上只受到
了针对上一年销售额做出的处罚。反观国外，
司法机构一旦认定某企业垄断，做出的处罚
都是非常高的。

客观地说，知网长期累积的问题可以分
解为两个平行问题。其一，知识产权问题，它
涉及作者、期刊与知网之间知识传递链上的
利益分配问题；其二，知网滥用垄断地位抬高
价格“抢劫”消费者问题。

由此又衍生出一个更复杂的合并问题，
即知网通过垄断赚取了不当的超额利润，而
这些钱并没有被用于解决知识传递链条前端
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知识链条前端的知识
生产者（作者）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合理补
偿。位于知识传递链末端的消费者则被垄断
公司肆意“抢劫”，消费者非常不满。

这就导致知网滥用支配地位实施的垄断
行为对作者和消费者都构成了实际的伤害，
所以在此次处罚事件中出现了所有当事方异
口同声讨伐知网的局面。遗憾的是本次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处理的只是第二个问题，知网
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未被触及，纠偏效果
有限，充其量是安抚了处于知识传递链末端的
消费者的情绪，而且这种安抚作用还要看知网
在多大程度上执行处罚与整改要求。

那么，从长远来看，知网面临的深层次结
构性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要想从根源处解决以知网为代表的数字
平台对知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霸凌现象，需

要对知识传递链的结构做个简单分解，以此
寻找破解之法。

通常来讲，知识传递链条的结构如下：知
识生产者、期刊、数字化平台（如知网）、知识
消费者。就中国目前的知识生产流程而言，作
者写出文章，经投稿、评审、录用到发表，只能
获得期刊给予的象征性稿费（很多期刊甚至
要作者缴纳数额不菲的版面费），而知网则以
象征性价格独家买断期刊的知识版权，然后
通过数字化平台向消费者出售知识内容。

在监管不到位以及知识链前端与末端的
议价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数字化平台可以
根据自己的垄断地位毫无顾忌地“抢劫”生产
者与消费者。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研一刻也离不开科
技文献，对数字化平台有刚性需求，由此造成
期刊以及前后端的用户对数字化平台形成消
费黏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平台的豪横
是建立于对市场以及用户需求的精准分析基
础上的。

吊诡的是，知识产品本是一种公共物品，它
只有溢出才会产生广泛的意义，这项工作本应
由国家提供，但是这件事情一旦轮到国家提供，
很可能是低效的，也会造成激励机制缺乏，这就
是为什么即便我们知道知网霸凌消费者，也不
能贸然建议将其收归国有的原因所在。

但是，作为企业必然会在市场上以追求
利润最大化为唯一宗旨，这和不能要求狼不
去吃羊一个道理。惩罚无非是让狼（数字化平
台）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一旦触发就会有相应
的后果（企业的组织记忆）。

为了使惩罚有效，必须保证惩罚的力度
与频率，但是这样一来又会扼杀企业的活力
与创新能力。那么，该怎样设计长效的解决办
法呢？

处理公司的垄断行为通常有两种策略，
即罚款和拆分。罚款是最常见的策略，如对于
知网的处罚。如果企业的垄断程度更高，市场
上已经没有可以制约它的企业存在，此时罚
款的作用变小，毕竟这些超级垄断企业会转
嫁成本，此时就只剩下对其实行拆分这一激
进手段，以此消解垄断企业对于市场的支配
作用。这种做法能够彻底解决垄断问题，但其
后果不确定，往往会导致一家企业从此衰落
下去。 （下转第 2版）

科普达人
张辰亮（左）探访
国家动物标本资
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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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罚款到拆分
中文论文平台还有第三条路吗

李侠

用大数据，“秒懂”功能基因朋友圈
■本报记者李晨

科学家利用经典遗传学手段，克隆并解析
了一批重要的功能基因。然而，在功能基因组
提出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水稻和玉米中克隆的
功能基因仍不到其所有基因的 10%，已克隆基
因的新功能也在不断被发现。

如何快速克隆功能基因、解析重要性状变
异的分子机制，并全局解码重要作物的遗传变
异奥秘，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
验室、湖北洪山实验室教授李林课题组，联合
该校杨芳课题组、严建兵课题组，研究构建了
玉米第一代多组学整合网络图谱，涉及基因
组、转录组、翻译组和蛋白互作组多个遗传层
级的 200万个网络关系，并利用机器学习方法
成功预测了一批重要功能基因,鉴定出调控玉
米开花期等重要性状的分子调控通路。相关研
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 -遗传学》。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田丰等当天在《植物学
报》发表热点述评称，玉米多维组学整合网络
的构建是玉米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不
仅为玉米重要性状新基因克隆、分子调控通路解
析和玉米基因组进化分析提供了新工具，也为玉
米基因组设计育种提供了重要基因资源和分子
模块，为玉米智能育种奠定了重要基础。

功能基因解析进展缓慢

2008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张启发在《分子植物》上发表了水稻功能
基因组倡议（Rice 2020），计划在 2020 年解析
水稻所有基因的功能。

彼时，多种农作物的功能基因组解析工作
全面开花，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投入到这一庞
大和艰巨的研究当中。

李林读博期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克隆和解
析一个玉米籽粒油分主效功能基因。他做了非
常完善的分子与遗传实验，也做了分子育种应
用的评估。

2010年，他将花费了 5年时间精细定位并
克隆的基因投给一本学术期刊。然而，信心满

满的他却收到评审人的意见：这个基因已经被
别人克隆研究过了。
“当时非常沮丧，认为花 5年克隆一个基

因太低效了。”于是，李林开始思考能不能快速
全局解析基因功能。
与此同时，农作物功能基因组的全面解析

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快速推进。
2013年，李林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产生

了通过生物大数据方法系统解析每一个基因
功能的想法。
“那时我就在做 eQTL 定位与共表达网

络，并以此解析玉米的全局基因的调控网络。”
2013年底，李林在《公共科学图书馆 -遗传》上
发表了玉米最早的通过群体 RNA-seq 进行
eQTL研究调控关系的论文。

当他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拟从多维组学
的角度构建各个尺度以及介尺度水平的基因
与基因调控网络，从而全面解析生物遗传奥秘
时，却被合作导师否定了。“可能他觉得工作量
太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林回忆说。

不过，这个想法却在李林心中扎下了根。
2016年，李林回国成为华中农业大学的教师。
严建兵让他组织大家讨论未来的重大课题。此
时，杨芳团队已经开发了高通量酵母双杂交系
统，并开始解析作物蛋白组学的网络结构。
“我就把想法提出来与大家讨论，最终与

杨芳老师一拍即合。得益于国内快速发展的科
研实力、华中农业大学的平台支持，条件成熟
了，三个团队共同推动了这个宏大项目的开
展。”李林说，他们正式拉开了在玉米基因组、
转录组、翻译组，以及蛋白组学等水平构建玉
米多维网络图谱的序幕。

锻造生物网络大数据之剑

生物学研究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基于生
物大数据，从全局水平构建所有基因的上下游及
分子伴侣网络已经成为可能，为我们全局解析尽
可能多的基因功能，进而全面破解生物遗传变异
的奥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严建兵说。

生命体内部的基因，与人类社会中的人非
常相似。要确定一个人在人类社会中的功能或者
作用，可以通过他的家庭亲属关系、朋友圈关系，
以及工作圈关系等了解。同样，要了解一个基因
的功能，也就是要了解它在不同遗传层次下与其
他基因的关系，甚至基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的逻辑，就可以推测出任何基因的功能。
基于此，他们在基因行使功能、传递遗传信

息的不同层级（基因组、转录组、翻译组和蛋白互
作组等）内部分别进行基因与基因关系的鉴定。
该研究对玉米全生育期不同组织 /时期的

样品进行多维组学大数据测定，获得了大量组学
数据。杨芳介绍，他们使用高通量酵母系统构建
了玉米蛋白互作网络，获得了 36万多个蛋白 -
蛋白互作对。最终构建了玉米第一代多组学整合
网络图谱，涉及 200万个网络关系。
“这是首次如此全面地在一个物种中构建

了基因组、转录组、翻译组以及蛋白组的网络
大数据图谱，为全面系统解析玉米遗传变异机
制提供了基础。”李林说。

李林在田间收集不同性状的玉米。受访者供图

寰球眼

欧洲航天局 2023年任务繁重

据新华社电 日前埃菲社报道称欧洲航天局
2023年任务繁重。欧洲航天局将在 2023年推进
大量项目计划，其中包括发射木星冰卫星探测
器（JUICE）、阿丽亚娜 6型火箭在法属圭亚那首
次升空，以及开始对其新宇航员进行培训等。

2023 年对欧洲航天局来说将具有重要意
义，同样也将发生很多重大事件。例如，在 2023
年一季度，欧洲航天局预计将收到欧洲第三代

气象卫星成像仪（MTG-I1）发回的第一张图像。
2022年 12月 13日，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开发
的MTG-I1成功发射。这是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
织开发的 6颗新一代气象卫星中的首颗，将有助
于促进灾害性天气预报和长期气候监测。

欧洲航天局计划在 2023年二季度开始培训
下一代宇航员。2022年 11月 23日，该机构向世人
介绍了 17名新宇航员候选人，包括 5名职业宇航
员和 12名候补宇航员（其中一人是残疾人）。

2023 年航天日历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将是
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向木星发射
JUICE探测器。发射窗口期定于 2023年 4月，
JUICE 将探索木星的冰冷卫星———木卫二、木
卫三和木卫四，并深入探究这颗行星的复杂环
境和系统，以期将木星作为整个宇宙中气态巨
行星的研究模型。

欧洲航天局的日程还包括发射哨兵 -1C卫
星和旨在探索暗宇宙的演变的欧几里得卫星。
哨兵 -1C卫星是哥白尼计划（也称全球环境和
安全监测计划）中的第三颗哨兵 -1卫星。

来自丹麦的安德烈亚斯·莫恩森是下一位
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为期 6个月任务的欧洲航
天局宇航员。其任务重点将是开展在轨科学实
验，升空时间暂定在 2023年 8月。

2023年的重大事件还包括，阿丽亚娜 6型
运载火箭计划从库鲁航天中心首次升空。这种
新的空间运载工具将更具灵活性，可以将重型
和轻型卫星发射进更广泛的轨道，以实现地球
观测、电信、气象、科学和导航等用途。

中科院举办 2023跨年科学演讲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2022年 12月 31日，中

国科学院举办 2023跨年科学演讲。本次活动以
“复兴路上的科学力量”为主题，面向全网播出。

2023跨年科学演讲再度创新，超过 15个
小时不间断直播，邀请了诺奖得主、专家学者
和科普达人开展内容丰富的演讲、探访、沙龙
和慢直播等活动。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厄温·内尔、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原党委书记孙保卫、中科院
重大科技任务局副局长陈海生、月球及火星探
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等多位嘉宾，分享了关于
大脑信号、航天精神、“双碳”、月球与火星探
测、电磁学与电动力学、黑土地保护、兔类起源
和演化等众多领域的硬核科学知识。

活动邀请了科普达人“无穷小亮”张辰亮
探访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参观昆虫、鸟兽标
本，带领大家沉浸式体验在资源库工作的科
研日常。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卢静、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曹娟、抖音科普创作者孙轶飞等科研工作者
和知识博主围绕“网络时代如何做好知识传
播”展开探讨，分享视频中蕴含的科学知识，
“鉴定”科普热门视频。

本次跨年科学演讲由北京广播电视台的
春妮和李杰担任主持人，中科院合唱团和国科
大博士合唱团的师生作为特邀嘉宾带来了精
彩演出。同时，活动还通过对中科院遍布各地
的研究院所、科研基地、野外台站等的慢直播，
以独特的画面和视角带观众体验科研工作的
开展，感受科学魅力。慢直播同步展示中国国
家标准时间产生的地方———中科院国家授时

中心的实时画面，与观众在北京时间的见证
下，一起许下 2023年的第一个愿望。

据悉，跨年科学演讲是中科院在实施“高端
科研资源科普化”及“‘科学与中国’科学教育”计
划过程中形成的科普品牌活动。首届活动于 2019

年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举办，开创了国内跨年科
学演讲的先河，已连续成功举办 4年。

2023跨年科学演讲由中科院科学传播局
主办，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和抖音承办，累计直
播观看量超 3000万人次。

2022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创五年新高
本报讯（记者李晨）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22年中国专利调
查报告》和《2022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
价报告》。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专利转移
转化总体成效稳中有升，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近
5年稳步提高。2022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
化率达到 36.7%，较上年提高 1.3%，创近 5年新
高。其中，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48.1%，较
上年提高 1.3%，较 2018年提高 3.1%。

据介绍，企业逐渐成为创新的主体。我国大

中型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同比上升。2022
年，国内大中型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
为 50.9%和 55.4%。国内龙头企业专利转移转化能
力较强，带动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不断提高。

我国高校发明专利转移转化水平较上年有
所提升。2022年，我国高校有效发明专利实施率
为 16.9%，较上年提高 3.1%。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
率为 3.9%，较上年提高 0.9%。高校发明专利许可
率为 7.9%，其中，普通许可是高校许可的主要方
式，所占比重超过六成，达到 64.3%。转移转化机

构建设等措施有效促进了高校专利转移转化
水平提升。

据介绍，开放许可制度受到专利权人重
视。我国有效发明专利许可率为 12.1%，较上年
提高 1.7%，近 5年持续上升。针对专利开放许
可的调查显示，48.3%的专利权人知晓开放许可
制度，有 49.6%的专利权人愿意采用开放许可
方式，其中高校专利权人这一比例达到九成。
开放许可促进专利转移转化的制度作用正逐
步显现。

贾阳（右）和独立设计师
谭浩（左）联袂分享“玉兔号”月
球车与“祝融号”火星车背后的
故事。

中科院科学传播局供图

阿丽亚娜 6型火箭。 图片来源：欧洲航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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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
据新华社电 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

结果显示，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
少。截至 2019年，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 257.37
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 168.78万平方公里，
与 2014 年相比分别净减少 37880 平方公里、
33352平方公里。

这是记者近日从国家林草局召开的全国防
沙治沙规划暨荒漠化石漠化调查结果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人
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荒漠化和沙化程度稳步减轻。截至 2019
年，我国重度荒漠化土地和极重度荒漠化土地

与 2014年相比分别减少 19297平方公里、32587
平方公里。

同时，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沙区植被状况
持续向好。2019 年沙化土地平均植被盖度为
20.22%，较 2014年上升 1.90个百分点。植被盖度
大于 40%的沙化土地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5年
间累计增加 791.45万公顷，与上个调查期相比
增加了 27.84%。

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孙国吉介绍，
2019年，国家林草局组织开展了第六次全国荒漠
化和沙化调查工作。本次调查以国土“三调”为底
版，直接参与的技术人员达 5100余人，监测结果
是多部门、多学科共同合作的结果。 （严赋憬）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