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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奖励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制度安排。前期研究表明，成熟度高、影响力广泛的

科技奖励制度多产生于英美等世界科技强国。从奖励对象、内容及形式等方面对比分析中国与美、英、法、德等世界

科技强国科技奖励制度并提出建议。中国在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阶段，要进一步强化科技奖

励精神激励，完善科技奖励荣誉机制；要强化科技奖励领域破“四唯”，治理科技奖励派生待遇；要完善科技奖励“稀

缺性”资源分配结构，更加重视对基础研究和青年科技人才的奖励。

关键词：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强国；科技奖励制度；科技奖励制度比较；科技人才管理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23.04.011 CSTR：15994.14.issn.1674.1544.2023.04.011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Comparison and Insigh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Systems of China 
and the World’s Lea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tries
LIU 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systems 
with high maturity and wider influence are most abundant in the world’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ower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e and analyze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system with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other worl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houses in terms of the target,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award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In the new 
stage of building a str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try and achieving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
strengthening at higher levels, China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piritual incentiv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improve the honor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strengthe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to break the “four only”, and govern the derivative trea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improve the “scarce” resource allocation struc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ward for basic research and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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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聚焦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强化科技奖励

导向功能，是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根本目标。面

对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剧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新时代中国创新发展面临的国内外重大挑战与新

的历史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1]。因

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完善中国科技奖励制

度，充分发挥其对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和服务保障作用具有重要

意义。

世界上最早的制度化科技奖励是科普利奖

章，始于 1731 年的英国皇家学会。此后，英

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世界科技强国科技奖

励制度发展迅速，制度类型与奖励层次、形式

和评审标准、程序等逐渐完善 [2]。对这些国家

先后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并成为其主要标志之一 [3]。而对科技奖励进行

系统化理论研究，则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1957
年，科学奖励理论的创始人默顿 [4]从科学发现

的优先权切入，以“科学中的社会”为研究取

向，对科学奖励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功能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指出科学奖励的本质是科学共

同体根据科学家的角色表现分配荣誉和承认，

承认是对科学家的最大褒奖。此后，哈格斯特

龙又以“社会中的科学”为研究取向，构建了

科技奖励的“交换理论”，强调外部的社会奖励

系统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发展的重要作用 [5]。同

时期，贝尔纳 [6]从“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

视角，强调要重视科技奖励系统对于科学技术

发展的重要机制效应，注重从科学技术的社会

功能思考“科技奖励”，形成了不同于默顿理论

的“贝尔纳路线”。这些经典理论成为科技奖励

制度发展的理论基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制度化的科技奖励从 20 世纪中期才逐步兴

起，相比西方科技强国成熟的科技奖励制度晚

200 多年，仍处于探索完善之中 [2]。至今尚未形

成一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化大奖，且还存

在着国家科技奖励战略定位滞后、奖励形式单

一、标准程序不够规范和功利化倾向严重等突

出问题 [7]。这就导致一些科技人员心浮气燥，一

味追求科技奖项，加剧“唯奖项”等“四唯”

之风一度盛行 [8]。

因此，本文将采集美、英、法、德等科技强

国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及学术组织等网站有关科

技奖励的最新文本资料，采用文献分析法作为主

要研究方法，收集与科技奖励制度研究相关性高

且具有代表性与权威性的文献资料，对其进行系

统的整理、归纳、比较、分析，从中总结规律、

寻找差异和优缺点等，结合中国科技奖励制度存

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选择中国与美、英、

法、德 4 国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相关科技奖励

制度，从中提取共同的关键要素进行比较分析，

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阶

段改革完善中国科技奖励制度提供新的启示。

1 中国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科技奖励制度

比较分析

1.1 中国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科技奖励制度比较

科学技术是蕴含一定价值的社会事业，是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要素。由之形成两种不同

的科技奖励类型：社会科技奖和政府科技奖。同

时，科技奖励作为引导和激励科学技术活动的重

要机制，是在政府、社会组织基于科学共同体对

科技人员角色表现来分配承认和荣誉的制度化安

排过程中不断完善的，从而决定了科技奖励的形

式主要有奖章、奖金等物质奖励与荣誉、命名等

精神奖励；奖励数量、内容、形式与标准、程序

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和明确的法规依据。因此，按

照科技奖励的类型、奖励对象范围及奖励数量、

形式等不同，对中国与美、英、法、德等世界科

技强国最主要奖项进行比较，见表 1、表 2。
1.2 中国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科技奖励制度差异

中国与美、英、德、法等世界科技强国文化

传统与政治、经济、科技体制不同，经济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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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由之形成中国与其他科技强

国科技奖励制度奖励类型、对象、内容、形式等

诸多不同。

1.2.1 奖励类型

科技奖励由设奖主体的不同，形成政府科技

奖与社会科技奖两大类。中国政府科技奖尤其是

国家科技奖更加规范严格，更具公信力，更容易

得到人们的承认 [9]。而社会科技奖奖项数量要少

得多，社会认可度也较低。据中国科协调查，有

94.9%的获奖人员更愿意选择政府科技奖，仅有

9.5%的人员青睐社会科技奖 [10]。而西方文化历来

就有崇尚科学的传统，企业和个人兴之所至就可

设奖，把其看作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公益事业，由

之形成社会力量设奖比政府科技奖数量多，声望

也很高，除诺贝尔奖为典型的社会科技奖之外，

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社会力量设奖都占本国科技奖

总数的绝大部分。逐步形成了以“国家科技奖为

象征，社会科技奖为主体”的局面。据统计，目

前中国省部级以上政府科技奖已超过 2 000 项，

而社会科技奖仅为 221 项，仅占 10%左右 [11]；

表 1 世界主要科技强国代表性科技奖励

奖励

类型
奖项名称 设奖时间 奖励对象、范围 周期及数量 奖励形式

政府

科技

奖

美国总统科学

奖
1959 年

授予物理、生物、数学、工程

及社会科学有杰出贡献的科学

家

每年 1 次，每次不

超过 20 人
奖章

美国总统杰出

青年奖
1996 年

授予科学技术研究方面有杰出

成就的青年科学家、工程师
每次不超过 60 人 研究项目资助金

英国皇家奖章 1825 年
授予物理、生命科学和应用科

学作出杰出科学成就的科学家

每 年 1 次， 每 次 2
位物理、生命科学

科学家，1 位应用科

学科学家

奖章；1 万英镑

英国女王企业

奖
1965 年

授予在发明、国际贸易、可持

续发展，或促进机遇方面表现

优异的英国企业或其他组织

每年 1 次，数量不

定

官方证书；纪念奖杯；

奖项有效期为 5 年

德国莱布尼兹

奖
1985 年

授予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杰

出科学家

每年 1 次，每次 10
名左右科学家或团

队

研究项目资助金，5
年内资助 250 万欧元

法国国家科研

中心科研奖章

1937 年 设 立，1954
年恢复并开始颁奖

授予法国各科学领域作出重要

贡献的科学家
每年 1 次 奖章

社会

科技

奖

诺贝尔奖
1895 年由社会力量

设立

包括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学

和医学奖、文学奖、和平奖和

经济学奖；不分国籍、肤色及

宗教信仰，奖励最合格的获奖

者

每年 1 次，中间有

间断

奖章；奖金；奖金金

额视诺贝尔基金投资

每年的收益而定

科普利奖章
1731 年英国皇家学

会设立

授予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作出

杰出成就的科学家

每 年 1 次， 每 次 1
人，没有国籍限制

奖章；2.5 万英镑

菲尔兹奖 1936 年首次颁发

授予全世界在数学领域作出重

大贡献的数学家，年龄限定在

40 岁以下

每 4 年 颁 发 1 次，

每次奖励 2 ～ 4 名

金 质 奖 章；1.5 万 加

元

图灵奖
1966 年美国计算机

协会设立

授予计算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

展有卓越贡献的杰出科学家；

以美国、欧洲科学家为主

每 年 1 次， 每 次 1
名

奖 杯； 初 期 2 万 美

元，1989 年起增至 5
万美元

马普学会——

洪堡研究奖

2018 年起由马普学

会和洪堡基金会联合

设立（取代 2004 年

设立的马普研究奖）

交替颁给自然科学和工程科

学、人文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

的科学家（2018 年开始面对

其他国家）

每年 1 次，每次奖

励 1 名德国科学家

和 1 名国外科学家

150 万欧元（用于研

究），另有 8 万欧元

额外奖励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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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社会科技奖数量

占整个奖项总数的 90%，政府科技奖一般仅占

10%[12]。

1.2.2 奖励内容

由于科学传统和科研投入强度及结构的不

同，中国与其他国家科技奖励内容的差异较大。

首先，从科学传统看，中国科学传统是“重

术轻学”，即重应用技术轻科学理论，人们往往

把以抽象的知识和深遂的智慧为特征的科学，混

同或等同于以实用性见长的技术。中国最著名

的、堪与《几何原本》 相媲美的数学巨著《九章

算术》，并不太注重理论抽象和逻辑推理，而是

中国算法技术机械化的光辉典范，并因此成为中

国近代以前数学乃至整个科学发展的杰出代表，

大体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基本特征。与中

国“重术轻学”的价值观不同，其他国家历来就

有重视科学理论和基础研究的传统 [13]。不同的科

技价值观表现在科技奖励中就是这些国家非常重

视基础研究奖励，相反中国则更注重应用开发的

科技进步奖 [14]。如这些国家最高奖中不一定设置

应用开发方面的奖项，但一定设有基础研究奖，

且数量远高于应用开发奖 [12]。在美国以总统名义

设立的 10 项科技奖励中，仅有美国国家技术创

新奖为应用开发奖项 [14]。认为应用开发成果相对

基础研究成果更容易带来商业利益，所以应用开

发应由市场主体的企业来实施。

其次，从科技投入强度和经费投入内部结

构看，科技经费及其投入结构与科技奖励数量

及其结构一般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正相关系 [15]。

长期以来，中国不仅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经费投入强度低于其他科

技强国，而且R&D内部结构中基础研究占比很

低。以中国与美国和法国高校R&D投入内部结

构为例，2016 年，美、法两国高校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试验发展三者占比分别为 74.4:21.8:3.9、
87:10.3:2.2，而中国高校同年三者占比则为

23.23:52.13:24.64[16]，基础研究投入经费比例明显

过低，从而致使中国基础研究奖与应用开发奖之

间的比例大体为 2:8[9]。这种国家科技奖励资源的

分配，违背了国际科技奖励资源配置的惯例。同

时，与国际上通常是单一型成果（如一篇论文、

一本专著等）奖励较少、累积型成果奖励较多不

同，中国目前则偏重单一型成果奖，显然不利于

对“长难慢”重大原创性研究激励。

1.2.3 奖励形式

科技奖励形式主要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

两种形式。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有较大

的差距。2021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为 12 551 美元，远低

表 2 中国代表性科技奖励

奖励

类型

奖项

名称
设奖时间 奖励对象、范围 周期及数量 奖励形式

政府

科技

奖

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
2000 年

授予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科

技创新创造巨大效益的中国公民

每年 1 次，每次不

超过 2 人

荣誉证书，奖章，

奖励 800 万元

国家自然科

学奖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于

1956 年设立的中国

科学院奖（自然科

学部分）演变而来

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做出

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

每年 1 次；国家自

然科学奖、国家技

术发明奖、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三大

奖总数每年不超过

400 项

证 书， 特 等 奖

150 万 元， 一 等

奖 30 万元，二等

奖 15 万元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
1984 年

授予在科学技术成果应用推广等方面做

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社会

科技

奖

求是杰出科

学家奖

1994 年由求是科技

基金会设立

授予数学、物理等领域的中国杰出科学

家
每年 1 次 100 万元

未来科学大

奖

2016 年由科学家、

企业家共同发起设

立

授予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和数学与计算

机科学领域主要在中国大陆（内地）、港

澳台作出杰出科学成就的科学家

每年 1 次，每次不

超过 5 人
1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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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年美国的 69 231 美元、德国的 50 795 美元、

英国的 47 203 美元、法国的 44 853 美元 [17]。由

于多年来，政府出于科技创新快速追赶的思维情

结，以及不少科技创新人员过多追求奖项和获奖

的物质利益，奖后派生待遇很多。如表 1 所示，

中国政府科技奖直接奖励（即物质奖励如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 800 万元等）虽与其他国家相当，

但派生待遇要比这些国家多很多。中国政府科技

奖获奖人员在获奖后不仅能够获得特殊的学术权

力，并拥有更高的学术资本流动到其他科教单

位，而且能够获得工资、奖金、住房、职称、聘

任提高或改善等一系列奖后派生物质待遇，从而

形成政府科技奖物质待遇的“马太效应”。中国

政府科技奖派生待遇过多，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

了物质奖励，淡化了精神奖励。

相比之下，其他科技强国尽管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较高，设立奖项较多，但始终坚持“少而

精”的原则，各种奖项设置并不重复，且非常重

视精神奖励，不少奖项仅为纯精神奖励。如英国

女王奖，只奖励荣誉证书、奖旗，不发奖金；又

如在前民主德国的科技奖励体系中，不发奖金的

就有 100 多种 [9]。说明科技奖的地位和影响并不

是由奖金的多少来决定。

科技奖励奖后派生待遇方面，在美国等世界

科技强国对科技奖的获奖者除颁发少量奖金和荣

誉外，并没有奖后派生待遇，如晋升、加薪等，

也不把获得某种奖项作为科研人员的特殊“身

份”，给予比其他研究人员更高的学术权力。如

在美国高校，即使诺贝尔奖获得者，对其的优待

也仅是提供了专属车位，作为荣誉的象征，除此

之外，再没有特权和利益。

从中外科技奖励奖励对象和形式综合来看，

上述国家科技奖励更注重奖励从事科学技术职业

早期和处于科技创新最佳年龄区 25 ～ 45 岁 [18]的

青年科技人才。如表 1 所列的美国总统杰出青年

奖、菲尔兹奖等。从奖励形式看，世界主要科技

强国除给予一定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外，更加重

视奖励研究经费，以研究项目资助金的形式给予

奖励是其重要特征。如德国的莱布尼兹奖、美国

总统杰出青年奖等都是其典型代表。这种侧重奖

励科技持续工作的奖励形式，很好地发挥了科技

奖励的激励效应和科研资金的保障作用。正如曾

任法国科学院院长法耶（H·Faye）所说，“科

学院宁愿预先帮助那些有才能的科学家，而不是

漠然地等待他们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之

后，才在事后奖励他们”[19]。

在中国国家科技奖励体系中，针对青年科

技人才设立了“青年科技奖”，如中共中央组织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等部门共同设立的“中国青年科技奖”，由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部门设立

的“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由中国科学院设立

的“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等。青年科技奖

励数量较多，但其专业性、权威性容易受到质

疑，也不符合科技奖励及其分配的“稀缺性”特

征要求。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是国家级层面的

青年科技奖项。在奖励形式中，各级科技成果奖

也未以研究资助金的形式进行奖励。据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调查 [10]，在包括完善评奖评价制度、奖

励配套研究费用等 9 项内容中，43.2%的人认为

要进一步加大奖励配套研究费用，在 9 项内容中

列第 3 位。鉴于此，对于中国国家科技奖获奖人

员，应以研究项目资助金的形式进行奖励，加大

科技奖励配套研究费用支持力度。中国与世界主

要科技强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区别如表 3 所示。

2 中国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科技奖励制度

比较的主要启示

2.1 强化精神奖励，治理奖后派生待遇，引导科

技人才追求真理

国内外科技奖励制度都坚持物质奖励和精神

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从而很好

地体现了科技奖励的本质要求。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科技奖的奖后派生待遇太

多，并呈愈演愈烈之势，致使中国政府科技奖励

在很大程度上被物质化，严重偏离了科技奖以精

神奖励为主的原则，异化科技奖励本质，助推科

研“唯奖项”不良风气，扭曲了政府科技奖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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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剧了科研功利化，成为科技界和社会各界

的诟病 [8]。因此，要借鉴国外科技奖励的成功经

验，汲取国内科技奖励的经验教训，回归科技奖

励本质，继续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

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重视精神奖励，降低一

部分政府科技奖奖项的物质奖励额度；借鉴一些

主要科技强国多以著名科学家姓名命名设奖的做

法，给予荣誉奖章但不设奖金；切实加强政府科

技奖派生待遇治理，让科技奖励回归学术荣誉本

身，让科技人员静下心来，长期持续探索，产出

更多高质量的原创性成果。

2.2 完善国家科技奖励资源分配结构，强化基础

研究和青年科技人才奖励

科技奖励具有“稀缺性”。那么如何配置？

这在中外科技奖励制度中，主要体现在奖励研究

对象内容的差异上。由于基础研究的特殊地位，

世界主要科技强国及一流研究型大学都非常重视

基础研究，给予基础研究更大的经费投入和更多

的奖励。基础研究只有经过长期积累，长期艰苦

研究，才能取得累积型成果，中国对基础研究的

奖励还没有提升到应有的地位。

事实上，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制度化的科技奖

“科普利奖章”，就是奖励在物理、生物等基础学

科和基础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现实

中，与应用研究有更多的市场激励手段不同，基

础研究一般由于远离现实，其激励手段较为单

一。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科技奖对基础研究

给予特别的重视，基础研究奖数量远高于应用研

究奖。而对应用奖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应用奖主

要由企业实施。如美国 IBM公司设立的杰出创新

奖，就是对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研究进行

奖励。相比之下，中国的基础研究在整个国家的

奖励体系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低。据统计，2010—
2020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

术进步奖三大奖共计 2 682 项，其中国家技术发

明奖有 532 项，科学技术进步奖有 1 694 项，两

项合计占奖项总数的 83%，而自然科学奖为 456
项，占比仅为 17%。

中国这种国家科技奖励“稀缺性”资源的分

配，不仅使不同类型科研成果质量区分不明显，

使作为科技创新源头的基础研究在政府科技奖励

资源更加稀缺，使基础研究与基础研究人才得不

到应有的重视，而且使一些高校、科研院所的科

研人员等创新主体科研目光短浅，刺激其追求一

些“短、平、快”成果。这是中国目前重大原创

性成果稀少的重要原因。因此，为确保国家科技

奖励发挥正确的激励导向作用，要切实平衡好科

技奖励资源分配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

展之间的关系，切实加强对基础研究的奖励。

2.3 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奖励，并采用研究项目

资助金的形式进行奖励

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更需要依托基础研究这一科技创新的基础和源

头，开辟更多科学“无人区”“前沿区”；需要一

大批处于 25 ～ 45 岁作出重大科技贡献最佳年龄

区的青年科技人才支撑。这就要求中国在国家科

技奖励政策资源分配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

基础研究，把包括科技奖励等“培养国家战略人

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20]。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

提出的要求，也是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科技奖励制

度的突出特征。

表 3 中国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科技奖励制度的主要区别

要素 中国 世界主要科技强国

科学传统 重术轻学 重视科学理论

奖励类型 政府科技奖较多 社会科技奖较多

奖励对象 成果奖较多 人物奖较多

奖励内容 技术发明奖比自然科学奖多；应用开发奖多 自然科学奖与技术发明奖并重；基础研究奖多

奖励形式 精神、物质奖励相结合 多元化，以精神奖励为主；研究项目资助金

奖后派生待遇 强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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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背景下，中国要更加重视对基础研究成果

和人才的奖励，更加重视对青年科技人才奖励，

并采用研究项目资助金的形式实施科技奖励，为

青年科技人才继续科研提供精神动力和资金保

障。事实上，制度化的科技奖励起源于 1600 年

查理二世，对英国皇家学会科研活动提供 500 美

镑的资助。采用研究项目资助金的形式实施科技

奖励，是科技奖励的有效方式。如德意志研究联

合会的莱布尼茨奖就是以科研资助计划实施科技

奖励的典型代表，其奖励目的是为处于创新最佳

年龄区的青年科研人员提供精神动力，为其再产

出重大创新成果提供资金保障，规定奖金只能用

于继续研究工作，不能用于个人消费，很好地体

现了科技奖励的本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再

如英国皇家学会的微软奖，主要根据被建议提名

获奖者除他们已在相关领域的科研成就外，由所

提交的未来研究报告的实力最终决定是否获奖，

即由侯选人填写的概述研究方案，以及他们如何

保障研究方案的实施来决定，并对奖金用途作了

明确的规定，绝大部分奖金须用于研究方案概述

的研究上，要专款专用，并作为下一次申请奖励

和所监督复查的依据，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也获

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国外的做法也对中国提出了

启示：要以研究项目资助金的形式，奖励优秀科

研人员；要在国家科技奖励体系中，更加关注优

秀青年科技人才群体，尽快设立国家级青年科技

奖，即把现有的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共同设立

的“中国青年科技奖”与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部门设立的“中国青年女

科学家奖”整合上升为国家级层面，由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常设专门机构统一管理，以

提升奖励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奖励层次，提高奖

励荣誉度，体现科技奖励的稀缺性特征，发挥其

识别、培育、激励优秀拔尖青年科技人才作用，

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

更多战略科技人才后备力量支撑。国家青年科技

奖可只颁发奖证书，不发奖金，采用研究项目资

助金的形式进行奖励。

2.4 正确看待以SCI论文为首的量化指标体系在

科研评价奖励中的作用，不盲目崇拜并与利益挂

钩

由于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管理的特殊性、专

业性和复杂性，决定科研成果的创新性高低、贡

献大小等内在属性只能由同行科学家的评议来决

定。如作为世界最有名、影响力最大的诺贝尔

奖，其评选的唯一标准就是被提名人科技成就贡

献的大小，即由全球顶尖科学家同行根据科学技

术成就贡献的大小来确定提名人并决定是否授

予，至于科研成果的大小、形式、数量、层级，

如是否是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论文、影响因子是高还是低等量化

指标，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21]。如考察摘取 201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科学家赤崎勇、天野浩

和中村二修（美国籍）所发表的论文，就会发现

他们发表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且都不属于高影响

因子SCI期刊 [22]。因此，学术评价和奖励应该以

所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及其价值贡献的大小为核

心标准，而不是以是否为SCI论文及期刊影响因

子高低等量化指标为标准 [23]。要按照教育部、科

技部破“四唯”、“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

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24]等有关要求，加大治

理力度。要切断SCI量化指标的奖励利益链条。

诺贝尔奖无疑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深刻的提醒和

启示。

3 结语

聚焦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强化科技奖

励引导激励功能，是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根本目

标。同时，科技奖励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重大制度安排。本文从科技奖励制

度的奖励对象、内容及形式 3 个方面入手，在系

统对比分析中国与美、英、法、德等世界科技强

国的科技奖励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以下相应的启

示与建议：一是强化精神奖励，治理奖后派生待

遇，引导科技人才追求真理。中国可以借鉴美英

等其他国家利用科技奖励制度服务支撑建设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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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强国的成功经验，强化精神奖励，完善科技

奖励荣誉机制，治理科技奖励奖后派生待遇，引

导科技人才追求真理和创新贡献。二是完善国家

科技奖励资源分配结构，强化基础研究和青年科

技人才奖励。要强化科技奖励领域破“四唯”，

完善科技奖励“稀缺性”资源分配结构，加大对

基础研究和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奖励力度。三是加

强对青年科技人才奖励，并采用研究项目资助金

的形式进行奖励。建议尽快设立国家级青年科技

奖，采用研究项目奖励的形式进行奖励，由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常设机构统一管理，为

建设科技强国培育更多重大原创性成果和科技创

新战略人才后备力量。四是正确看待以SCI论文

为首的量化指标体系在科研评价奖励中的作用，

不盲目崇拜并与利益挂钩。强化科技奖励领域

破“四唯”力度，建立以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及

其价值贡献的大小为核心标准的学术评价与奖励

机制。

总的来说，本文比较分析了中国与美、英、

德、法等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差异，提出了一系列

启示和建议。今后的研究方向可在建设科技强

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视域下，总结欧美等科

技强国科技奖励制度与中国科技奖励制度的的经

验教训，作进一步深化研究，这将有助于推动中

国科技创新，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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