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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

﹃
高被引科学家

﹄
年年高

本周，专业信息服务提供

商科睿唯安发布 2021 年度“高

被引科学家”名单，来自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602 人

次入选；中国内地 935 人次入

选 ，占 比 14.2% ，排 名 全 球 第

二。这个数字反映出一个良好

趋势：中国有重要学术影响力

的顶尖科学家越来越多了。

为何说“高被引科学家”是

顶尖科学家呢？科学家发表论

文，并被数据库收集，其他学者

写作时检索数据库信息，引用

这篇论文。这些被引用的论文

是“被引文献”，其作者就是“被

引科学家”。如果一个科学家

的论文被人引用次数很多，他

就是“高被引科学家”。能进入

年度榜单的“高被引科学家”都

是科学家中的佼佼者，意味着

过去 10 年间其论文被引频次

位于同学科、同发表年份的前

1%，在其研究领域具有世界级

影响力。

看看前几年的“高被引科

学家”榜单。2018 年，中国内

地 482 人次入榜，占比 7.9%，排

名全球第三；2019 年，中国内

地 636 人次进榜，占比 10.2%，

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二；2020

年，中国内地 770 人次上榜，占

比 12.1%，再 次 排 名 第 二 。 从

这些数据看，中国“高被引科学

家”人次近几年稳步增长，且涨

幅惊人。

“高被引科学家”年年高，

反映了中国科研实力的增强。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

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

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

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

合。中国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必须在

世界各国的人才竞争、教育竞

争中脱颖而出。根深叶茂，本固枝荣。经过多年努力，我国

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科技顶尖人才有了乘

势而上、大展宏图的发展空间。“高被引科学家”年年高，是

中国科技整体实力提升后的必然表现，是值得高兴和庆祝

的喜事。

“ 高 被 引 科 学 家 ”年 年 高 ，昭 示 了 中 国 科 研 进 步 的

潜力。

“高被引科学家”榜单中，中国排名第二，第一名是多年

来居首的美国。2021 年度名单中，美国共有 2622 人次入

选，占名单总数的 39.7%。“高被引科学家”四成在美国，说

明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科研强国。中国 14.2%的占比，与

自己过去比进步巨大，但与美国相比，依然存在不小的进步

空间。我们有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有稳居世界

第一的研发人员总量，科研领域的后备人才和基础人才充

足，而顶尖科技人才占比尚不能与之相称。这几年“高被引

科学家”年年高，说明中国科研进步潜力十足，未来更值得

努力和期待。

我国正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而

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需要高水平

的科技人才。期待中国继续保持

“高被引科学家”年年高的增长势

头，早日建成全球人才高地。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

用户数据安全保护再迎升级
本报记者 王轶辰

□ 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接入互联网的用户超 10 亿，形成了全球最庞大的生机

勃勃的数字社会，同时也给网络数据安全保护带来压力。

□ 《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

进行重点保护，对核心数据实行严格保护。

近日，国家网信办公布了《网络数据安全管理

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建

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

据进行重点保护，对核心数据实行严格保护。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

的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

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11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2175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接

入互联网的用户超 10 亿，形成了全球最庞大的生

机勃勃的数字社会，同时也给网络数据安全保护

带来压力。

我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保护。在顶层设计方

面，已出台《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

法》《个人信息法》等专门法律，加上《民法典》关于

数据保护的内容，我国对于数据安全保护的整体

架构已较为健全。具体数据保护方面，也出台了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

《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

围规定》等相关规定。在行业数据方面，还出台了

《汽 车 数 据 安 全 管 理 若 干 规 定（试 行）》等 相 关

规定。

“《征求意见稿》对数据安全保护的整体操作

性层面进行规定，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可

操作的网络数据保护体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

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看来，《征求意见稿》

使相关法律在具体执行方面具备了更强的可操

作性。

《征求意见稿》指出，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

保护制度。按照数据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

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影响和重要程度，将数据分

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对不同级别数

据采取不同保护措施。

《征求意见稿》明确，数据处理者应当采取备

份、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免遭泄

露、窃取、篡改、毁损、丢失、非法使用，防范针对和

利用数据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数据的完整性、保

密性、可用性。

业内专家认为，《征求意见稿》兼顾了公共利

益和数据要素价值发挥之间的平衡，该条例正式

出台后将为平台企业采集、运用等提供规范，使企

业能够在规定许可的范围内更好地利用数据，从

而发挥数据要素应有的价值。

在数字化时代，数据跨境流动对很多企业来

说是一种刚需。李勇坚表示，此前出台的《数据安

全法》等对数据跨境流动问题规定较为严格，但没

有明确对企业运营所需要的数据跨境流动具体如

何管理，《征求意见稿》对此进行了重点规定，对数

据“出海”、数据安全评估等问题，均有所涉及。

社会经济的数据化，使大量数据集中于平台

企业。平台企业将数据视为战略性资产，出于市

场竞争需要，倾向于收集越来越多的数据。数据

在平台的高度集中，给用户、消费者的隐私保护带

来了极大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对个人信息保

护进行了具体规范，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进

行个人身份认证的，应当对必要性、安全性进行风

险评估，不得将人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等生

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认证方式，以强制用

户同意收集其个人生物特征信息。

“平台隐私规则日益复杂化，充斥着艰涩难懂

的法律术语，这对用户数据保护非常不利。很多

平台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修改隐私条

款，使用户难以获得自己数据被收集、使用的情

况。该条例正式出台后将使平台在规则制订方面

更加规范，有利于加强对用户数据的事先保护。”

李勇坚说。

每年损失达 150亿斤——

粮食加工环节如何减损
本报记者 刘 慧

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 《粮食节约行动

方案》 明确提出，要提高粮食加工转化率，

提升粮食加工行业数字化管理水平，发展全

谷物产业，加强粮食资源综合利用，在加工

环节节粮减损取得实效。

加工环节是粮食损失浪费较重的一个环

节。据估算，我国粮食加工环节的损失每年

达 150 亿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

究院总工程师孙辉认为，消费观念引导滞

后、成品粮过度加工问题突出、新理念新技

术推广不足、加工工艺不规范、加工副产物

利用率低等因素是造成粮食加工环节损失的

重要原因。

从过度加工向适度加工转型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者一度陷入

过度追求“精米白面、主食精细化”的饮食

消费误区。粮食加工企业为了迎合市场，过

度加工情况较多。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市场

供应的精米占 90%以上，细面超过 70%，加

工精度更高的麦芯粉、雪花粉等产品的市场

份额也在不断扩大。

“过度追求精米白面，不仅损失了大量

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而且增加

了能耗，极大浪费了水电资源，降低了成品

粮出品率。长期食用精米白面也有可能出现

因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缺乏

导致的‘隐性饥饿’，对居民身体健康有潜

在风险。”孙辉说。

可喜的是，随着消费市场不断升级，人

们的消费观念从“吃得好”向“吃得营养”

“吃得健康”转变，不再追求“精米白面”，

对全谷物的消费量明显增加。适应新需求，

粮 食 加 工 企 业 也 从 过 度 加 工 向 适 度 加 工

转变。

湖北武汉兴正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正

生告诉记者，以前企业采用的是常规流程加

工大米，即 4 台米机、5 台抛光机的加工工

艺，造成大米过度碾磨抛光，碎米多，膳食

纤维流失严重。现在改进工艺流程后，只保

留了 3 台米机、减少抛光机的使用，增加了

凉米装置、润糙装置、大米精选设备、云色

选机等，缩短了大米加工工艺流程，对大米

进行适度碾磨抛光，降低了破碎率，增加了

出品率，同等稻谷经过改良工序可多产出大

米 2%左右。

“标准在引导粮食企业从过度加工向适

度加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孙辉说。以

前，粮油产品标准中以表征加工精度的指标

作为定等指标内容，加工精度越高产品等级

越高。2018 年修订发布的大米国家标准降

低了加工精度的要求，提高了出米率。新修

订的小麦粉国家标准调整了灰分的限量要

求，由不高于 1.4%调整为不高于 1.6%，相

对提高了出粉率，减少小麦粉价值损耗。

近年来，我国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制定

了“中国好粮油”系列行业标准，突出绿色

优质、营养健康、节粮减损。各地以此为基

础制定地方好粮油标准，积极引导粮食加工

企业从追求加工精度导致的过度加工向生产

优质粮油产品的适度加工转变。

据介绍，实施适度加工可以提高粮食出

品率。以大米为例，若适度加工，粳米出米

率约为 70%，籼米约为 68%。据调查，目前

我国粳稻出米率平均为 65%左右，籼稻为

63%左右。应用适度加工生产技术，出米率

可提高 3%至 5%，一吨稻谷可增加 30 公斤至

50 公斤大米产量，以大米每公斤 6 元计，每

吨 可 增 加 效 益 180 元 至 300 元 。 按 2019 年

1.59 亿吨食用稻谷加工量计算，可增加出米

量 470 万吨至 790 万吨，以亩产 470 公斤计

算，相当于增加了约 1000 万亩至 1600 万亩

耕地的稻谷产量。而且，适度加工可以降低

企业能耗，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从低值化向高值化转型

粮食深加工副产物利用水平是反映一个

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

我国粮食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

升，小麦、稻谷和玉米三大谷物加工副产物

麦芽、麦麸、碎米、米糠、稻壳、玉米胚

芽，不仅广泛应用于酿酒、调味品、饲料行

业，而且被加工成代餐食品、固体饮料、烘

焙以及面制品等食品。但由于加工技术与装

备落后等原因，仍有大量粮食加工副产物被

低值化处理或者被抛弃。

推动粮食加工副产物利用从低值化向高

值化转型，提高粮食附加值，是粮食加工企

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重要

途径。

山东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构建小麦从

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经营模式，用小

麦生产出 10 大系列 500 多种优质产品，对每

一粒小麦“吃干榨尽”。公司党委书记、副

总经理付蕊介绍，在小麦初加工时，他们仅

提取小麦 30%最精华部分，生产各类高档功

能专用粉，次粉和中路粉进入深加工，开发

蛋白粉、特级食用酒精、变性淀粉、胚芽

油、麦胚多肽、膳食纤维等系列产品；以液

态酒糟为主要原料，与鲜贮玉米、麦麸等通

过科学配比，生产纯粮液态饲料，全部用于

生猪养殖；养殖产生的粪污制作沼气，将粪

污转化为清洁可再生能源；在黄河岸边建设

了 2000 亩蔬菜种植基地，施用沼渣、沼液

作有机肥料。

不过，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粮食

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还较低，如米糠综

合利用比例不足 20%，而日本可达 90%。专

家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大多数粮食加

工企业加工方式比较粗放，如稻谷过度碾

磨、油料高温压榨等，直接导致产品优品率

低，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不高；另一方面是

因为虽然粮食加工副产物利用的技术已经过

关，但投入大、产出低，产业化进展慢，一

些企业不愿意投资。

粮食加工副产物含有丰富的功能性成

分，合理高效高值化利用存在较大空间。农

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的实施，要尽快

启动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综合利

用碎米、米糠、稻壳、麦麸、胚芽、玉米

芯、饼粕、油脚等，开发米粉、米线、米糠

油、胚芽油、膳食纤维、功能物质、多糖多

肽等食品或食品配料，提高粮油利用效率。

从软要求向硬支撑转变

如何解决我国谷物过度加工的问题，如

何提高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专家认

为，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强化技术减损，

采取更加具体、更加细化的举措，提升粮食

加工技术与装备研发水平，使粮食加工环节

节粮减损工作从“软要求”向“硬支撑”

转变。

近年来，我国粮食加工环节节粮减损技

术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粮食加工从过

度加工向适度加工转型。针对粮食加工过精

过细问题，“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围

绕大宗面制品、米制品和油料适度加工关键

技术装备研发及示范，突破绿色加工、适度

精炼技术、高附加值制造技术以及质量安全

控制等多项关键技术，助力解决我国粮油过

度加工导致的营养素流失、蛋白质功能损伤

等问题。

如果为追求“适度加工”而牺牲口感，消

费者也很难买账。孙辉认为，推进加工技术

向适度加工转变，需要多措并举：一是加大粮

食安全及其高品质营养健康科普宣传力度，

改变消费者饮食习惯。过度抛光大米看上去

很亮，但并不代表好吃，相反，抛得越亮食味

下降越多；二是细化不同类粮食“适度加工”

的内涵及评价指标，如大米的适度加工应该

是在尽力保持口感和营养水平的前提下提高

出米率，要明确用什么指标表征这个“度”；三

是在粮食加工过程中，要提升此类指标的检

测技术、在线智能化控制技术和工艺装备水

平，建立全产业链精准营养适度加工技术集

成示范，并推广应用；四是利用生物技术突破

解决粮食加工副产物高效高值化利用的技术

瓶颈，如提升产品品质的发酵工艺技术、功能

物质提取和产品研发、分类利用技术等；五是

加快建立健全全谷物加工技术新体系，包括

加工工艺技术装备研发、口感改善和营养保

持技术、保质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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