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所高校获国家科技奖三大奖通用项目 185 项，连续 4 年占比超七成

—— 我国高校科研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今天在北京揭晓，高校再传捷报：全

国共有 113 所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技奖三大奖通用项目

185 项，占通用项目总数的 82.6%，连续 4 年占比超七成，其中，有 76

所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奖项目数为 147 项，占通用项目授奖总数

的 65.6%。

记者注意到，高校在全国授奖项目中连续保持高比例，这充分体现了高校

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始性创新研究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体现了高校对我国

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

联合攻关的“乘法效应”显现，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竞相涌现

全面实行提名制，定标定额评审。随着国家科技奖励申报机制的改革，对

获奖项目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创新度要求更高。然而，根据评选结果，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

中的一等奖以及创新团队奖中，高校均有斩获，收获颇丰。

数据显示，全国高校获得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 项、二等

奖 28 项，占授奖项目总数 38 项的 76.3%，基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国

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其中，作为该奖项年度唯一的一等奖获得者清华大

学薛其坤院士团队，他们利用低温电输运测量在国际上首次实验发现了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被国际凝聚态物理界公认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在 2018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中，全国高校获得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35 项，占通用项目授奖总数 49 项的 75.5%。此外，在 2018 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中，全国高校获得 119 项，占通用项目

授奖总数 137 项的 86.9%。其中，高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奖项目 81 项，

包括一等奖 5 项，创新团队奖 3 项，占通用项目授奖总数的 59.1%。

可喜成绩的背后，是我国高校科研工作者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团队合

作、联合攻关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

奖获奖项目从立项到成果发表或应用平均 11 年，其中近一成的项目经历

了超过 20 年的攻关和积累，长期积累和团队合作作用凸显。

浙江大学龚晓南院士是我国岩土工程界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在软弱地

基工程建设领域持续进行了近 30 年攻关，研究形成了复合地基理论和关

键技术，使复合地基成为土木工程三种主要地基基础型式之一。中南大学

轨道交通空气动力与碰撞安全技术创新团队立足于解决空气动力制约高

速铁路发展、大风热及行车安全、列车碰撞造成重大伤亡等难题，历经 20

多年建设发展，长期奋战在高寒、高原、大风等恶劣环境，建成国际唯一

实际运营轨道车辆撞击测力试验系统，为铁路 6 次大提速作出了重要贡

献。

谈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发现，薛其坤院士多次强调，这离不开几个优秀

实验团队的紧密高效合作，也是实验团队与理论团队紧密合作的结果。在



探索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过程中，除了张首晟，他们与中科院物理所的方

忠、戴希，与清华大学的朱邦芬、段文晖等理论物理学家都有过很多有益

的讨论和合作。

这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为什么他们都没成功，而清华大学与中科院物理

所的这个合作成功了呢？我想这与中国整个科研系统的体制，跟中国传统

的人文关系，有非常密切的、直接的影响。”

“顶天”又“立地”，大量科研既满足国家战略又关切民生需求

2018 年度高校的获奖成果几乎涉及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各个方面，覆

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又关注民生改

善与生态环境建设，呈现出了“顶天”又“立地”的特点。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今年的获奖成果中，除

了在材料科学、化学等我国国际“领跑”学科亮点纷呈外，高技术新兴产业

也有若干新的突破。

基础研究是高新技术的源泉。比如，在石墨烯表界面效应研究上的突破，

为解决能源转化与存储、污染物高效治理等提供了新思路。上海大学教授

吴明红研究团队在石墨烯微结构调控与表界面效应方向上取得创新性成

果，相关研究成果在新能源、环境、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复旦大学教授周鸣飞领衔的“瞬态新奇分子的光谱、成键和反应研究”，探

索瞬态新奇分子物种，为相关分子物种宏观合成提供了新可能。



助力产业技术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高校科研工作者持续发力。

面向汽车智能化这一变革方向，清华大学研发的“汽车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已大规模产业化。针对我国汽车工业向纯电驱动转型

的趋势，上海交通大学在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制造上取得创新进展，广泛应

用于节能和新能源汽车领域。

“梨的高效育种”“月季栽培和运销”……在今年的获奖项目中，面向改善民

生、建设生态环境的成果也竞相涌现，折射出科研界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

的关注和回应。

在生态环保领域，从源头控制、清洁生产、末端治理到生态环境修复全链

条，从大气、土壤到水域，从日常生活到工业生产都有创新成果获奖。四

川大学教授褚良银负责的“微细矿物颗粒封闭循环利用高效节能分离技术

与装备”项目，针对我国矿业开采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历经 20 余年

产学研合作，取得了多项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的创新成果，建立了一

套技术体系和标准，实现了微细矿物颗粒的资源回收利用。

在农业领域，种猪、肉鸡、淡水鱼、扇贝等畜禽水产育种技术，小麦、大

豆、黄瓜、梨、菊花、月季等农作物和林草花果新品种培育技术都取得积

极进展。在卫生健康领域，除医疗器械开发外，对血栓性疾病、胃肠癌的

预防和早期诊断，对肺癌、重症先心病、肝移植的外科治疗均取得关键技

术突破并应用推广，大量患者从中受益。

相关机制变革，激励更多研究者甘坐“冷板凳”



科技进步是国家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强大推动力，而科技的进步，得益于这

样一批值得尊敬的科学家，将他们的毕生心血，投入到国家各项科研事业

当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在改革中发展完善。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是《关于深化科

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进入正式实施阶段的第一年，国家科学技术奖积

极推进落实了提名制、定标定额评审等改革措施和创新举措。

2018 年国家科学技术五大奖种全面开放专家学者提名，同时取消了单位

提名的名额限制，对提名者资格条件、提名程序、责任监督以及信用管理

和动态调整机制进行了规定。提名者承担推荐、答辩、异议答复等责任，

并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此前，国家科技奖实行的是推荐制。从今年开始，则由专家学者、组织机

构、相关部门提名个人和项目参与评选。

“从推荐制到提名制的转变，不仅是与国际接轨的表现，也进一步理顺了报

奖的利益机制，有效避免了申报者过度包装、炒作自己的科研成果。”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有利于营造良好学术氛

围，鼓励大家潜心做出同行认可的优秀成果。

今年提名数量较 2017 年大幅增加，增幅达 38.9%，参与提名的专家学者

共计 367 人，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此外，今年开始实行一、二等奖独立评审、投票机制。提名一等奖的项目

评审落选后不再降格评为二等奖；但提名二等奖的项目，特别优秀的可以

破格提升为一等奖。

从评审结果来看，2018 年提名一等奖的 98 个项目中，有 73 项未通过

一等奖评审，不再参评二等奖。此举有利于引导科技人员找准定位，营造

谦逊朴实的良好风尚，遏制浮夸和包装拼凑等不良风气。

国家科学技术奖奖金标准从 2018 年度开始提升，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奖金标准由 500 万元/人调整为 800 万元/人，全部属获奖人个人所得，

同步上调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金

标准，特等奖奖金标准由 100 万元/项调整为 150 万元/项，一等奖奖金

标准由 20 万元/项调整为 30 万元/项，二等奖奖金标准由 10 万元/项调

整为 15 万元/项。“这主要是为了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技术奖对广大科技工

作者的激励作用，释

放各类人才创新活力，让更多创新者甘于坐冷板凳。”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

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