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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 月 3 日举行的 2020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顾诵芬院士和清华大学王大中院士获得国

家最高科技奖。作为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奠

基 人 之 一 ，

顾 诵 芬 一

生 默 默 耕

耘 ，只 为 做

成 一 件 事 ，那 就 是“ 设 计 中 国 人 自 己 的 飞

机”。王大中 60 多年来倾情为核能，带领团

队走出了我国以固有安全为主要特征的先进

核能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成功之路。

科学大师和重大成果相互映照，折射出

中国科技发展的不凡成绩，也进一步坚定了

广大科技工作者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创新自信。

历经 9 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经历惊

心动魄的“9 分钟”，中国火星探测器

“天问一号”于北京时间 5 月 15 日成功

着陆在火星北半球乌托邦平原南部预

选区，在成功率不到一半的人类航天

器火星着陆任务中写下中国奇迹。

从 2020 年成功发射，到 2021 年被

火星捕获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火星卫

星、首次拍摄火星高清影像，再到实现

火星着陆，“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

面迈开脚步，“天问一号”一步一个脚

印实现既定目标。“天问一号”任务的

成功，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

越，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

里程碑意义的进展。

6 月 17 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发射升空。3 名航天员乘坐飞船，顺利

进入核心舱，成为第一批进入空间站

核心舱的航天员。首批航天员在完成

两次太空出舱后，结束 3 个月之久的太

空驻留顺利返回地面。10 月份，3 名航

天员接棒飞行，进入空间站又开启长

达半年的太空生活。

这一年，空间站建造大幕全面拉

开，长征五号 B、长征二号 F 等火箭，分

别将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两批航天员、

两艘货运飞船送入太空，在太空轨道

搭建出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实现了中

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这既是

空间站建设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航

天发展的重大突破。中国航天以自立

自强的科学精神，交出了一份让国人

振奋、世界赞叹的精彩答卷。

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

空间站建造大幕全面拉开
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

科技成果评价机制进一步完善

1 月 30 日 ，华 龙 一 号 全 球 首

堆 ——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 5 号机

组投入商业运行。华龙一号是我国研

发设计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

代核电技术。

每台华龙一号机组装机容量 116

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近 100 亿千瓦

时，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 100 万人口

的年度生产和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

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 312 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816 万吨。华龙一号投入

商业运营，不仅标志着我国核电创新

取得了重大战略性硕果，而且有助于

推动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

及由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的跨越。

8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

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围绕科

技成果“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

完善评价机制，作出了明确的工作部署。

科技成果评价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指挥棒作用。指挥棒指向哪，优

势科研资源就会聚集到哪。《指导意见》的出

台，将为进一步释放广大科技工作者创新活

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高质量科技成果

产出，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要进一步深化

改革，充分发挥科技成果评价对科技创新的

引导、转化、应用等作用，探索一套符合我国

国情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加快推动我国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0 月 17 日，在湖南衡南县第三代杂交水

稻试验示范基地，袁隆平院士团队研发的杂交

水稻双季亩产达到 1603.9 公斤。同一生态区

内，连续 2 年双季亩产超过 1500 公斤，意味着

袁隆平院士生前提出的攻关目标已经实现。

提高水稻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袁

隆平院士毕生追求的梦想。从 1964 年发现

“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几十年里，袁隆平带

领团队先后发明了“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和

“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

体系，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此次杂交水稻双季亩产再次刷新纪录，

将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沃土、砥砺前

行，为我国农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商业运行

杂交水稻双季亩产创新高

10 月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宣布，该校

潘建伟、朱晓波、彭承志等组成的研究团队与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合作，构建

了 66 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

之二号”，实现了对“量子随机线路取样”任务

的快速求解，计算复杂度比谷歌公开报道的

53 比特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悬铃木”提高

了 6 个数量级。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

的关键技术。2019 年和 2020 年，美国和中国

相继推出量子计算原型机“悬铃木”和“九

章”，实现了“量子优越性”，其中“九章”使用

的是光量子技术路线。而“祖冲之二号”的成

功，使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在光量子和

超导量子比特体系这两条技术路线上同时达

到“量子优越性”里程碑的国家。

在科技现代化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2021 年 是 科 技 界 硕 果 累 累 的 一

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中国科技保障了经济社

会平稳运行，推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成功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显示，2021 年我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

位居世界第 12 位，比去年提升 2 位。

这一年，科技突破瞄准世界前沿，

中国智慧惊艳全球。

“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着陆火星，

中国空间站正式运行，全年航天发射

次数超过 50 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科

学家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二氧化碳合成

了淀粉；量子计算机领域连续获得重

大突破⋯⋯重原创、强基础，2021 年中

国科技成就举世瞩目，交出了一份让

世人赞叹的成绩单，展现出新时代大

国自信的豪情。

这一年，科技抗疫维护人民健康，

支撑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全国科研精锐力量聚焦疫苗、药

物、检测试剂等五大方向持续开展应

急攻关，为常态化疫情防控提供了“硬

核科技力量”。5 条技术路线 25 个疫苗

进入临床试验，其中 7 个获批使用；中

国首款中和抗体有效药物获批上市；

65 款检测试剂产品上市，高灵敏度大

通量的检测产品取得突破。在世界疫

情大流行的情况下，中国以科学化、精

准化的防控措施，把疫情阻断在最小

范围，将其对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了

最低，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支持。

这一年，科技创新服务各行各业，

增添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中 国 5G 商 用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5G

全场景应用与整机研发均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三横三纵”技术布局和研发

突破，推动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

实现全球第一；先进轨道交通成功实

现自主研发，保障我国高速铁路成为

中国名片；先进煤电技术实现煤炭高

效清洁利用；科技支撑农业农村现代

化和乡村振兴，农作物良种增产贡献

率达到 50%。

回顾 2021，中国科技硕果压满枝

头；展望 2022，创新中国将迎接更加美

好而充满激情与梦想的明天。

科 技 硕 果 满 枝 头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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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FAST）于北京时间 2021 年 3 月 31

日 0 时 起 向 全 世 界 天 文 学 家 发 出 邀

约，各国科学家均可提出申请，经审

核 后 使 用“ 中 国 天 眼 ”开 展 观 测 和

研究。

星 空 浩 瀚 无 比 ，探 索 永 无 止 境 。

“中国天眼”变身“世界巨眼”，正式向

全世界开放。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

任的大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是以实际

行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生 动 体

现。可以预见，全世界天文学家携手

共进，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带给我

们更多科学发现和惊喜。

中国天眼向全世界发出邀约 9 月份，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

我国科学研究成果论文，在实验室首次实现

了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全合成，使淀粉

生产从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向工业车间生产模

式转变成为可能。这项从 0 到 1 的原创性突

破，将对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发展带来变

革性影响。目前，这一研究成果尚处于实验

室阶段，距离落地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

实现从 1 到 10 的发展和从 10 到 100 的跨越，

还需科学家持续攻关。

5 月 28 日，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

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创造

新的世界纪录，成功实现可重复的 1.2

亿摄氏度 101 秒和 1.6 亿摄氏度 20 秒

等离子体运行。这一次，新纪录将 1 亿

摄氏度 20 秒的原纪录延长了 5 倍，进

一步证明了核聚变能源的可行性，也

为迈向商用奠定了物理和工程基础。

进行核聚变发电的两大难点是实

现上亿摄氏度点火和稳定长时间约束

控制。本次实现 1.2 亿摄氏度 101 秒等

离子体运行，是中国首次在国际上采

用全金属主动冰冷第一壁、高性能钨

偏滤器等关键技术。

人造太阳创造新世界纪录

首次实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

祖冲之二号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问世

6 月 11 日，国家航天局举行天问一号

探测器着陆火星首批科学影像图揭幕仪

式。这是“着巡合影”图。

国家航天局供图（新华社发）

该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批准，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

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广都支行

机构编码：B0011S251010024

许可证流水号：01006430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

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

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

债券；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

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资信调查、

信息咨询、各类见证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及上级行授权的其他业务。

批准日期：2009 年 12 月 15 日

机构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雅和北二路 639 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12 月 21 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 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终止营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羊坊路支行
批准成立时间：2015 年 7 月 6 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周庄村 78 号一层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344
流水号：00802954
终止营业时间：2021 年 12 月
机构电话：010-86383019

终止营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佛营支行
批准成立时间：1999 年 11 月 12 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北区炫特嘉园 3 号楼商业 E 号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201
流水号：00802769
终止营业时间：2021 年 12 月
机构电话：010-85951260

终止营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酒仙桥支行
批准成立时间：1994 年 7 月 28 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39 号久隆百货内东北角夹
1-3 层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243
流水号：00802778
终止营业时间：2021 年 12 月
机构电话：010-86381354

终止营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柳中路支行
批准成立时间：1995 年 6 月 14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 11 号派顿写字楼一层底商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266
流水号：00802901
终止营业时间：2021 年 12 月
机构电话：010-58816256

终止营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圆西路支行
批准成立时间：2003 年 3 月 25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028
流水号：00802859
终止营业时间：2021 年 12 月
机构电话：010-82793901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
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