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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2 年 2 月 14 日，代表着国家科技领域最高奖励的“五大奖”

再次揭晓。 

其中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尤为引人注目，它是从事科技工

作的个人在国内可以获得的最高奖项，已有 10 余年的历史，目前获

奖人数仅有 20 人，且大多为耄耋老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该奖

的性质好像艺术界的“终身成就奖”。500 万奖金对于获奖者

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而其他的四项即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也分别是基础研究、

技术发明、技术应用、国际合作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奖项。 

今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授予了高能物理学家谢家麟和城市建筑

学家吴良镛。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迄今已连续 13 年空缺。发明奖一等

奖属意如今热到发烫的信息技术领域——有机发光显示材料和宽带

移动通信。而“五大奖”中唯一拥有特等奖的“科技进步奖”更是百

花齐放，颇多斩获。 

纵观 27 年来这五大奖项的基本情况，作为国家级别的科技奖励，

清晰呈现着我国科技发展的历程和脉络。为此，人民日报经济社会部

科技采访室、人民网科技频道联合推出白皮书，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成果项目组提供数据支持。该白皮书试图通过对获奖人年龄、

性别、学科、身份等信息的比对分析，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也试

图寻找一些规律，希望对中国科技奖励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 国家科技奖励制度与“五大奖” 

 

从 1950 年到 1966 年，国家先后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

励条例》等重要条例，初步创建国家科技奖励制度。 

1999 年对科技奖励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调整奖项设置，增设了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我国目前级别最高的科学技术奖励，

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颁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

过 2 名，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

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

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获奖者的奖金额为 500

万元人民币。 

“国家自然科学奖”则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

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 

“国家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

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公民；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应用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完

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

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授予对中国科学技术事

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 

这些奖项每年评审一次。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报请国家主

席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由国



务院颁发证书；这两个奖项不分等级。其他三个奖项由国务院颁发证

书和奖金，分为一、二等奖两个等级；对做出特别重大科学发现或者

技术发明的公民，对完成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科学技术工程、计划、

项目等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还可以授予特等奖。 

 

二、 历年国家科技奖励获奖者特点统计分析 

 

1．“五大奖”更倾向于院士？ 

——获奖与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 2000 年开始评选，到 2012 年 2 月

颁奖为止共有 20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这 20 位获奖者均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有 11 位是 1980 年或更早以

前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在统计的 174 位［１］特等奖或一等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获奖时

已当选院士的，有 48 人，占 27.59%；获奖时不是院士，但在 2012

年统计时已当选院士的，有 69 人，占 39.66%；目前尚不是院士的，

有 57 人，占 32.76%。（图 1） 



 

图１ 获奖者当选院士情况统计 

由此可见，最高科技奖代表着一位科学家的终身成就，院士某种

意义上也是一种终身成就奖，两者之间的相关度比较大。而“国家自

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这三大奖的

获奖与否，与是否院士从统计数据上并未看出直接关联。 

 

2. 个人不容易获奖？ 

——获奖和申报人数 

 

一等奖最多允许 15 人申报。如果我们从首次颁奖的 1985 年一直

统计到 2011 年度［２］20 多年来获得一等奖的 412 个项目中，有 229

项的申报人数是 15 人，占项目总数的 55.58。也就是说，并非只有大

的科研团队才能获取一等奖，独立作战者和 2 至 4 人的小型团队仍然

有凭借其突出科研成就而获奖的机会。（图２） 



 

 

图２ 一等奖项目报奖人数 

3. 年轻人不易获奖？ 

——获奖与年龄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 2000 年开始评选，到 2012 年 2 月颁

奖为止共有 20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这 20 位获奖者全部为

男性，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为 82.9 岁，最年长的一位为 92 岁， 最年

轻的也已 65 岁。（见图 3） 

 



 

图 3 最高科技奖获奖者年龄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74 位[1] 特等奖或一等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平均获奖年龄是 58.68

岁，年龄最大者 87 岁，最小 33 岁。在 174 人中，男性 165 人，占

94.83%，男性平均年龄 58.45 岁；女性 9 人，占 5.17%；女性平均年

龄 62.89 岁，年龄最大 75 岁，最小为 52 岁。174 人中 61 岁以上者共

75 人，占 43.10%，9 位女性中 61 岁以上有 6 位。33 岁-49 岁共 38

人，占 21.84%。（图 4、图 5） 

  以上统计显示，获奖人的平均年龄二十多年来并无明显变化，而

性别比例也依然以男性为主。 



 

图 4 获奖人平均年龄变化不明显 

 

 

图 5 获奖人性别及年龄分布 

 

4. 产学研结合是老大难？ 

——产学研合作 

在 27 年来的所有 9087 个获奖项目中，有 470 个项目是产学研合

作的成果，即申报单位包括了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三种类型。从产



学研合作获奖项目占当年获奖项目总数的比例来看，总趋势是产学研

合作越来越强，令人欣慰。（图６）比如，1985 年，这个比例是 2.64%, 

到了 2011 年,这个比例高达 17.57％, 是 27 年来最高的比例。从 2008

年开始，连续 4 年产学研合作获奖项目的比例都超过 10％。其中企

业为第一单位的有 132 个项目，占 470 个产学研项目的 28％。 

 

 

图６ 产学研项目占当年获奖百分比 

 

 

注： 

［１］由于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在网上公布的数据中并不包括获奖人年龄和性别，我

们只能到其他地方去搜寻相关信息。限于时间，只查找到特等奖和一等奖的 174 个项目

第一完成人的数据。 

［２］只能找到其中 23 年的数据。 

 

感谢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成果项目组杨奕虹老师对本文

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