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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公布的 2014 年第三季度中国 Non-X86 服

务器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主机品牌浪潮天梭 K1

超越 Oracle，进入市场前三。这个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的成果以 12%的市场占有率让中国创新

再次扬眉吐气。

与天梭 K1 一样，很多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都有

一张分数很高的产业“成绩单”，透着浓浓的经济味

儿。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中成药二次开发

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及其产业化”完成了 32 个中成药

品种二次开发，销售额过亿元品种由 3 个增加到 12

个，累计销售额超过 200 亿元；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项目“有色冶炼含砷固废治理与清洁利用技术”，

近 3 年累计清洁利用与高效处置含砷固废约 16 万

吨，回收有价金属新增产值约 40.51 亿元，利税 2.39

亿元⋯⋯

这经济味儿不单单体现在这些产业化成果上，

不少自然科学研究中也蕴含着深层次的市场导向。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爆发的市

场与各国的争相布局，给中国机器人发展带来机遇

和挑战。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紧抓创新。这

种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局部技术的改善，而是要有

系统的创新理论支撑。我们欣喜地看到，由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乔红等人完成的“基于环境约束

和多空间分析的机器人操作理论研究”获得 2014 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项历时近 15 年的研

究从机器人“手”、“眼”、“脑”这 3 个方面互补开展、

层层递进，为进一步提高机器人的操作精度和智能

化水平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经 济 味 儿 还 体 现 在 评 奖 方 式 的 变 化 上 。 在

2014 年度评选中，针对盲目追求发明专利数量的现

象，明确规定提交的授权发明专利最多不超过 10

项。这一重质量倾向引导创新者聚焦“干货”。当专

利数量不再是评选的王牌，就意味着创新者必须拿

出更多贴近实际需求的成效出来。向需求一靠近，

经济味儿必然突出。同时，此次评选选择了农业、环

保、电子信息、钢铁冶金、煤炭矿山和工程建筑等行

业作为试点，对初评通过的项目，以相关部门、协会

和学会等行业之手为其把脉，意见作为同行专家评

审的有益补充。这种行业咨询试点，无疑又让创新

之泉顺产业之渠涌动。

这浓浓的经济味儿背后，是创新者们敢于直面

需求的魄力和力克难题的智慧，也是国家科技奖励

制度坚持不懈的革新和用心良苦的引导。这经济味

儿越浓，创新驱动的步子也会迅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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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北京，一只灿烂的创新“礼花”为新年绽放。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以国家之手为创新驱动躬行者们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荣耀的背后，是多年“冷板凳”上不懈的付出。这些获奖项目的平均研究时间超过 10 年，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的项目“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更是历时 49年。

智慧在时间中蜕变，突破于革新中迸发。这些创新者用怎样的成果赢得大奖？这一我国最高级别的科技大奖

又在揭示着中国创新怎样的变化——

品品国家科技奖
的经济味儿

杜 若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从科技部重大专项办公室获
悉：在 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中，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
口）共有 23 个获奖项目，其中，科技进步奖 19 项，约占
通用项目 154 项的 12%。在科技进步奖中，超深水半
潜式钻井平台研发与应用获特等奖，另有一等奖 4
项。此外，成果还获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自然科学二
等奖 2项。

据了解，2012 年和 2013 年，重大专项支持的成果
获国家科技奖的数量均不到 10 项，2014 年获奖数量
达到 23 项，比前两年大大增加。科技部重大专项办公
室副主任金奕名表示，从整个趋势看，重大专项着力推
动集成创新和成果应用及产业化的效果已经显现，专
项成果开始步入收获期。

据介绍，在此次获奖成果中，油气开发和生物医疗
领域的专项获奖成果比较集中。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
开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成果 6 项获奖，其中科
技进步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技术发明
二等奖 1 项；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传染病防治这两个医
疗领域的重大专项共有 11项成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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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让难题来得更猛烈些

有没有一种更加简单的电脑，不用升级、不怕病
毒，不用管理应有程序，还能充分享受各种网络功能，
真正让电脑服务人，而不是人围着电脑转？张尧学院士
带领团队把这样一个高难度需求转化成一个自然科学命
题，在国际上率先提出“透明计算”概念，将用户从繁
杂的应用程序和管理中解放出来，只用小终端就能无缝
透明地共享各种操作系统和网络服务。这个荣获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颠覆性创新，引起产业界
的轰动。

难题在各个领域涌现，创新者披荆斩棘。直击难题
的利器不仅仅是高质量的论文和专利，还有实实在在的
产业化探索——

煤炭代替石油的难题，让很多发达国家望而却步，
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刘中民团队却将这个
硬骨头一啃到底，完成世界首次甲醇制烯烃工业性试
验，获得直接经济效益约 8 亿元，摘得 2014 年度国家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硫系玻璃性能优良，却因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在我
国长期未能产业化。宁波大学聂秋华团队艰苦攻关，不
仅获得新技术，还实现了产业化。开发的 100余款红外
硫系镜头产品已经供应了美国波音公司等 30 多家单
位。这一成果获 201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大型振动筛故障率高让选煤厂头疼，中国矿业大学
赵跃民团队产学研联合自主创新，开发的高性能大型振
动筛已在全国使用了近 600台，还出口澳大利亚。仅统
计近 3 年在 15 家煤矿的应用情况，累计新增经济效益
就达 10.9 亿元。这一成果获 2014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雾霾，这个困扰中国的新难题，早被创新者紧紧盯
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主任邹大挺告诉 《经
济日报》 记者：“今年环保领域的推荐项目和评审通过
项目，数量比去年翻了一番。特别是在大气污染防治方
面，8个推荐项目，评审通过 4项。”

柴油车排污是雾霾的一大元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贺泓等人开展重型柴油车污染排放控制高效
SCR （选择性催化还原） 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这项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成果，实现了柴油机 PM 排放
降低 80%以上，近 3 年在国产重型柴油车上实现了
47300余台的规模化应用。

企业也是“蛮拼的”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名气并不大的民
企，却成为摘得 2014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

“黑马”。公司董事长陈队范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他
们用了近 10年时间，累计投入 4.3亿元，开展筒子纱全
流程自动化染色重大技术及装备攻关，使我国成为突破

全流程自动化染色技术并实现工程化应用的国家。“这
一装备能节约用工 70%以上，染色一次合格率比国际
先进水平高 5 个百分点。以我国年染色纱 1000 万吨计
算，这一装备推广后每年可节水 3 亿吨，节能 233 万吨
标准煤，减少污水排放 2.97亿吨。”陈队范十分自豪。

与陈队范一样，许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企
业代表因为“蛮拼的”创新而底气十足——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王恩东说，浪潮成功开
发出我国第一台高端容错计算机——天梭 K1 系统，最
大可扩展 32 颗处理器，每分钟能够完成几百万次联机
事务处理，可用性达到 99.9994%。一举打破国外垄断
的天梭 K1 使得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 3 个有能
力研制 32路高端容错计算机的国家。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金华说，他们
研发了世界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采高综放开采技
术与装备，成果应用于大同、平朔等 13 个大型矿区，
近 3年共采出煤炭 4亿吨以上，新增利税 221.2亿元。

只要企业不懈创新，哪怕在小地方，也能影响世
界。在河北省曲周县，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用了 10 多年时间开发出了辣椒天然产物高值化提取分
离关键技术，一举改变了我国辣椒提取物依赖进口的局
面，将我国自主生产的辣椒红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由不
足 2%增加到 80%以上，销售量占全球的 50%，连续多
年保持世界第一。这个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创
新，让小县城的小辣椒成了走向国际的大产业。

《经济日报》 记者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了解到，2014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 （通用项目） 获奖成
果 中 ， 国 有 大 中 型 企 业 为 第 一 完 成 单 位 的 占 比
23.13%， 民 营 企 业 占 比 5.44%， 其 他 类 型 企 业 占 比
6.12%。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奖 （通用项目） 一等奖共
13 个项目，有 10 个项目有企业参与；二等奖共 133 个
项目，有 102个项目有企业参与。

年轻人挑起大梁

高会军 30 岁时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最年轻的博士
生导师。8年后，他带领一支平均年龄 37岁的年轻团队
摘得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在工业控制领
域跨入网络化控制的新阶段，这支极富活力的团队建立
了网络环境下动态系统建模、控制与状态估计的理论和
方法体系，为技术创新夯实了理论基础。

这个年轻团队能够得到这国字头大奖，既离不开自
身实力，也离不开国家科技奖评选制度的优化。2013
年度国家科技奖首次专门为 40 岁以下青年学者主持完
成的基础研究项目放宽了专家推荐门槛，可由 3 名以上
国内知名同行专家(至少有 1 名院士)联合推荐国家自然
科学奖，同时不限 1 人独立完成，不受推荐指标限制。
这个创新让年轻人不断脱颖而出，上一年度 39 岁的北
京大学施章杰教授获此殊荣，今年则是更年轻的高会军
团队。

2014 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主要完成人的平均
年龄为 47.3 岁，其中自然奖 47.9 岁，发明奖 46.4 岁，
进步奖 47.4 岁。很多获奖项目的代表在谈到创新经验
时，都在强调年轻人的作用——

李德仁院士率领的武汉大学对地观测与导航技术创
新团队获得 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创新团
队）。他们将我国光学卫星遥感影像直接定位精度从
300 多米提高到 10 米以内，让中国卫星好用、用好。
李德仁说：“团队方式的奖励拉近了国家科技奖和青年
人的距离。现在起主要作用的都是 30 多岁的年轻人。
我们把年轻人放到重大项目攻坚第一线，实行灵活多样
的薪酬激励政策和绩效考核方式，激励人才成长。”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琪是一位“70
后”。他率领的一支核心成员都是 70 后和 80 后的年轻
团队第一次申请国家科技奖，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的殊荣。他们在哺乳动物多能性干细胞的建立与
调控机制研究领域的成果解决了多个关键的、具有重要
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的科学问题。多篇论文发表在

《Nature》、《Cell Stem Cell》 等杂志上，成果曾入
选美国 《时代周刊》 评选的年度十大医学突破。更多青
年人在国家科技奖上的榜上有名，让人们感受到了更加
强劲的中国创新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