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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0 0一 2 006 年
,

在
“

自然科学奖
”

获奖项 目中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超过 50 % ;在
“

发明奖
”

和
“

科技进步奖
”

获奖项 目中
,

国家攻关计划资助项 目较高
。

2 000一 200 6 年
,

在
“

自然科学

奖
”

和
“

发明奖
”

奖励项 目中
,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 目数量一 直高于其他项 目 ; 在
“

科技进步奖
”

奖励

项 目中
,

其他项 目获奖总量超过了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 目
。

〔关键词」 国家科技计划
,

自主创新成果
,

国家科技奖励

在我国
,

国家科技计划 (包括国家攻关计划
、

“
8 6 3

”

计划
、 “

9 7 3
”

计划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是规

模最大
、

投入最大
、

水平最高的科技发展计划
,

体现

了我国在科技领域
“

集中资源办大事
”

的制度安排
。

在新时期
,

国家科技计划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
“

路线

图
” ,

引领着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
、

路径和速度
。

自

主创新是国家科技计划的核心
,

直接关系到国家科

技计划为经济社会服务和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
。

科技奖励是一种特殊的科技评价
,

蕴含了科技

自主创新的相关信息
。

在我国
,

国家自然科学奖
、

国

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简称
“

三大

奖 ,’) 申报项 目必须是具有 自主创新性质的科研成

果
,

因此
,

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获国家
“

三大奖
”

进行

实证分析
,

可以提取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的

信息
。

无疑地
,

这些信息对科技政策制定和科技管

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和使用说明

在国家
“

三大奖
”

中
,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构成数

据来自于问卷调查统计和综合分析川
,

这些数据的

使用基于一个预设
,

即获国家
“

三大奖
”

的国家科技

计划项目具有原始创新
、

集成创新或引进吸收再创

新属性
。

通过转换
,

这些数据可用来表征 国家科技

计划的自主创新成果
。

1
.

1 2 0 0 0一 2 0 0 3 年国家
“
三大奖

”

中国家科技计划

项目构成数据

2 0 0 4 年
,

国家科技奖励办发布 《关于开 展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获奖项目情况调查工作的通知》 (国家

奖字 [ 2 00 4 ] 2 1 号 )
,

决定对 2 00 0 年度至 2 00 3 年度

获
“

三大奖
”

的项目进行跟踪调研
。

国家科技奖励办

专门设计了 ( 2 00 0 年度至 2 00 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获奖项目情况调查表》 (简称 (调查表》 )
,

其中含

有 1 项调查内容
,

即
“

国家科技计划支持情况
” 。

按

《调查表》的填表说明
, “

国家科技计划支持情况
”

是

指在项目研究开发应用中获得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

“

86 3
”

计划
、 “

973
”

计划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科

技计划立项和支持的情况
。

国家科技奖励办负责《调查表》的分发和 回收
,

华

中科技大学负责《调查表》回答内容统计
。

这次调查

共收回有效《调查表》825 份
,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63

份
、

国家技术发明奖 66 份
、

国家科技进步奖 696 份
。

稠查表》中
,

军 口有 1 33 份
,

包括国家技术发明奖 4

份
,

国家科技进步奖 1 29 份 ;民口 692 份
,

包括国家自

然科学奖 63 份
,

国家技术发明奖 62 份
,

国家科技进

步奖 567 份
。

有的《调查表》虽然填写了回答内容
,

但

未填写立项编号
,

或立项编号有误
,

无法统计到需要

的总数中
。

因此
,

对
“

国家科技计划支持情况
”

的回答

者统计数量可能会小于收回的有效《调查表》数量
。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委托项目
.

本文于 2 0 0 8 年 8 月 4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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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调查表》分发
、

回收和统计的权威性
、

专业

性
,

可保证 2 00 0一 2 003 年国家
“

三大奖
”

中国家科技

计划项目构成数据的信度和效度
。

1
.

2 20 04 一 2 0 0 6 年国家
“
三大奖

”

中国家科技计划

项目构成数据

显然
,

考察近年来国家科技计划 自主创新成果

获国家科技奖励的情况
,

不能仅用 2 000一 2 00 3 年数

据
,

还应补充近期的数据
。

但受时间
、

经费和研究条

件限制
,

不可能再用问卷调查方法采集所需数据
。

鉴于此
,

这里设计一种新的文献综合分析方法采集

数据
。

该方法基于这样的预设
: ( 1) 国家科技攻关计

划
、 “

8 6 3
”

计划
、 “

9 7 3
”

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

技计划项 目有公开发表的论文 ; ( 2) 这些公开发表

论文可以检索到 ; ( 3) 这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含有

是否属于国家科技计划的信息
。

该方法的应用步骤是
:

( 1) 检索 2 0 0 4一 2 0 0 6 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 “

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目录
’ ,

[ 2〕
,

其中包含获奖项 目的
“

序号
” 、 “

项

目编号
” 、 “

项目名称
” 、 “

主要完成人
、

主要完成单位
”

和
“

推荐单位
”

信息
。

( 2) 从
“

项 目名称
”

中提取
“

关

键词
” ,

用
“

关键词
”

或
“

第一主要完成人
”

在大型学术

期刊数据库中检索论文
。

( 3) 用
“

其他主要完成人
”

对检索出论文进行二次检索
。

( 4) 对二次检索出论

文全文浏览
,

了解是否属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成果
。

应用该方法
,

可了解 2 0 0 4一 2 0 0 6 年度国家
“

三

大奖
”

获奖者中
,

哪些属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

经过

计算即可得到各种构成数据
。

需要指出
,

尽管有的获奖项目属于 国家科技计

划
,

但由于内容涉及国防安全和商业竞争
,

可能没有

公开发表论文
,

在大型学术期刊数据库中无法检索 ;

另外
,

有的获奖项目同时受两个国家科技计划项 目

资助
,

统计时只计算 1个
。

因此
,

应用该方法采集的

数据存在偏低误差
,

换言之
,

采集的 2 0 0 4一 2 0 0 6 年

国家
“

三大奖
”

中国家科技计划项 目构成数据
“

只会

低
、

不会高
” 。

2 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的获奖比重

2 0 0 0一 2 0 0 6 年
, “

自然科学 奖
”

颁奖 15 3 项
,

其

中有国家科技计划 自主创新成果 96 项
,

占获奖项目

的 6 2
.

7% ; “

发明奖
”

颁 奖 145 项
,

其中有 国家科 技

计划 自主 创新成果 90 项
,

占获奖项 目的 62
.

1% ;

“

科技进步奖
”

颁奖 988 项
,

其中有国家科技计划 自

主创新成果 4 64 项
,

占获奖项 目的 47
.

0 %
。

“

三大奖
”

颁奖合计 12 8 6 项
,

其中有国家科技计

划自主创新成果 650 项
,

占获奖项目的 50
.

5 %
。

2
.

1 国家科技计划 自主创新成果获
“

自然科学奖
”

比重

调查显示
,

2 0 00一 2 00 3 年
, “

自然科学奖
”

颁奖

58 项
,

其中国家攻关计划自主创新成果 7 项
, “

863
”

计划自主创新成果 5 项
, “

973
”

计划自主创新成果 2

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自主创新成果 16 项
。

国家科

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占获奖项目的 51
.

7%
。

调查显示
,

2 0 0 4一 2 006 年
, “

自然科学奖
”

奖励

9 5 项
,

其中
“
863

”

计划 自主创新成果 11 项
, “

973
”

计

划自主创新成果 6 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自主创新

成果 49 项
。

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占获奖项

目的 6 9
.

5 %
。

通过调查可看出
,

在自然科学领域
,

国家科技计

划资助研究的知识创新成果数量略高于非国家科技

计划资助研究的知识创新成果数量
。

2
.

2 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获
“

发明奖
”

比重

调查显 示
,

2 0 0 0一 2 0 0 3 年
, “

发明奖
”

颁奖 4 9

项
,

其中国家攻关计划自主创新成果 巧 项
, “

8 63
”

计

划自主创新成果 9 项
, “

973
”

计划自主创新成果 1

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自主创新成果 n 项
。

国家科

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占获奖项目的 73
.

5 %
。

调查显示
,

2 00 4一 200 6 年
, “

发明奖
”

颁奖 9 6

项
,

其中国家攻关计划自主创新成果 6 项
, “

863
”

计

划自主创新成果 8 项
, “

973
”

计划 自主创新成果 12

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自主创新成果 28 项
。

国家科

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占获奖项目的 56
.

3 %
。

通过调查显示
,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研究的创造

发明成果数量高于非国家科技计划资助研究的创造

发明成果数量
。

2
.

3 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获
“

科技进步奖
”

比重

调查显示
,

2 00 0一 2 00 3 年
, “

科技进步奖
”

颁奖

4 4 4 项
,

其中国家攻关计划自主创新成果 n l 项
,

“
8 6 3

”

计划 自主创新成果 46 项
, “

973
”

计划 自主创新

成果 3 项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自主创新成果 55 项
。

国家科技计划 自主创新成果获奖项目占获奖项目的

4 8
.

4 %
。

调查显示
,

2 0 0 4一 2 0 0 6 年
, “

科技进步奖
”

颁奖

5 4 4项
,

其中国家攻关计划 自主 创新成 果 40 项
,

“
8 6 3

”

计划自主创新成果 40 项
, “

973
”

计划 自主创新

成果 2 0 项
,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 自主创新成果 1 49

项
。

国家科技计划 自主创新成果获奖项 目占获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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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4 5
.

8 %
。

通过调查显示
,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的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成果数量略低于非国家科技计划资助的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成果数量
。

2
.

4 分析结论

总体来看
,

国家科技计划在引领我国自然科学

领域知识创新
、

促进发明创造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方面
,

发挥了主导作用 ;充分证明了中央政

府制定
、

实施国家科技计划的战略远见
,

反映了各地

方
、

各部门积极支持国家科技计划实施的工作绩效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攻关计划的功能定位

清晰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负责推进知识生产
,

国家

攻关计划负责推进知识应用
。

2 0 0 0一 2 006 年
,

在
“

国家自然科学奖
”

获奖项目中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占了一半以上 ;在
“

国家发明奖
”

和
“

国家科

技进步奖
”

获奖项目中
,

国家攻关计划资助项 目比重

较高
。

3 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的获奖趋势

2 000一 2 00 6 年
,

在
“

自然科学奖
”

中
,

国家科技

计划自主创新成果数量不断增长
,

占获奖项目比重

呈波动性增长 ;在
“

发明奖
”

中
,

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

新成果数量先增长
、

后停顿
,

占获奖项目呈波动性下

降 ;在
“

科技进步奖
”

中
,

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

数量呈波动性下降
,

占获奖项目比重快速下降
。

未来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的获奖趋势主

要与 4 个变量相关
,

即国家
“

三大奖
”

颁奖数量变化
,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 目的增加
,

社会对科技投入的

增长和政府对自主创新的激励和引导
。

这里应用趋

势外推和综合分析方法
,

预测未来 5一 10 年国家科

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的获奖趋势
。

( 1) 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获
“

自然科学

奖
”

预测

从 2 00 0一2 006 年
, “

自然科学奖
”

奖励数量波动

不大
,

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

目前
,

学界和管理部门对
“

自然科学奖
”

奖励数量并无大的非议
,

每年 30 项左

右的奖励数量也不多
。

以此外推
,

在未来 5一 10 年
,

“

自然科学奖
”

奖励项 目数量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

随着
“

建设创新型国家
”

各项激励政策的陆续出台
,

越来越多的科研经费将会通过各种途径进入 自然科

学研究领域
,

换言之
,

非国家计划资助项 目的成果自

然科学将会增多 ; 同时
,

随着国家投入的增加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凭借较高的声誉
,

未来的资助项目和

资助强度将会继续增加
,

国家
“
973

”

计划 (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划 )已实施 10 年
,

研究产出将逐渐增多
。

基于上述
,

未来 5一 10 年
,

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

新成果获
“

自然科学奖
”

的数量和比重将基本不变
,

但其间会有波动
。

( 2) 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获
“

发明奖
”

预

测

目前
,

我国经济开始从
“

制造大国
”

向
“

创造大

国
”

转变
,

在政府的倡导下
,

一个鼓励发明创造的社

会文化氛围正在形成
。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

的压力
,

企业更注重技术创新
,

纷纷加大对技术创新

的投入 ;同时
,

国家启动了
“

技术创新引导工程
” ,

引

导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

自主 品牌和持续创新能

力的创新型企业
,

引导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

市场为导

向
、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

引导增强战略产

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和重点领域的集成创新能力
。

可

以预期
,

未来非国家计划资助项 目的技术发明成果

将显著增多
。

另外
,

在
“

建设创新型 国家
”

大背景下
,

“

发明奖
”

的奖励项 目数量不可能减少
,

反而会略有

增加
。

基于上述
,

未来 5一 10 年
,

国家科技计划 自主创

新成果获
“

发明奖
”

的数量和 比重会略有下降
。

( 3) 国家科技计划 自主创新成果获
“

科技进步

奖
”

预测

在未来
,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

我国科技经济一体

化的进程将会加快
,

企业和地方政府支持科技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的力度将越来越大
。

同时
,

不排除国

家又实施新的专项计划
,

鼓励通过产业技术和创新

集群等形式
,

促进科技成果应用
。

另外
,

相当多的学

者对以鼓励科技成果应用为宗旨的
“

科技进步奖
”

一

直持有不同看法
,

认为应当由市场
,

而不是由政府来

奖励
“

促进科技成果应用
” 。

应当讲
,

这些学者的观

点值得参考
。

在此背景下
,

未来的
“

科技进步奖
”

的

奖励项目数量可能会略有减少
。

基于上述
,

未来 5一 10 年
,

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

新成果获
“

科技进步奖
”

的数量和比重奖逐渐下降
。

4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 目与其他项 目获奖

比较

经过 30 年的改革和发展
,

我国已形成多元化科

技投入体系
,

其构成可分为 5 部分
:

( 1) 国家攻关计

划
、 “

8 6 3
”

计划
、 “

9 7 3
”

计划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

家科技计划 ; ( 2) 中央政府各部门
、

各省 (市
、

自治

区 )科技计划 ; ( 3) 地方政府科技计划 ; ( 4) 企业
、

大

学和研究所等科技组织 内部科技计划 ; ( 5) 海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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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科技项目
。

如果用二分法分类
,

可将科技项目分为国家科

技计划资助项 目与非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简称

其他项目
,

下同 )
。

4
.

1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与其他项目获
“

自然科

学奖
”

比较

2 0 0 0一 2 00 6 年
,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与其他

项目获
“

自然科学奖
”

情况见表 1
。

表 1 2 00 0一 2006 年
“

自然科学奖
”

中国家科技

计划资助项目与其他项目获奖比较

时间
获奖项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目总数 获奖项数 所占%

其他项目

获奖项数 所占%

最优秀成果
,

是知识应用的成功典范
。

表 2 显示
,

在

2 000一 2 0 0 4 年和 2 00 6 年
“

发明奖
”

奖励项 目中
,

国

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数量一直高于其他项目 ;但在

2 005 年
“

发明奖
”

奖励项目中
,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

目数量低于其他项目
。

在当代
,

科学技术化
、

技术科学化已成为科技发

展的主要趋势
,

应用研究越来越需要基础研究的支

撑 ;技术发明活动规模 日渐增大
,

发明者已由个体转

变为创新团队
,

发明活动项目化
,

纳入了国家科技计

划资助范围
。

应当肯定
,

国家科技计划在引领
、

推动

技术发明方面仍然起主导作用
。

如果对 2000 一 2 006

年
“

发明奖
”

的获奖项目进行总量计算
,

不难看出国家

科技计划资助项目数量高于其他项目
。

2 005 年的
“

波

动
”

蕴含了这样的信息
,

企业
、

大学
、

研究所等科技组

织对发明创造活动的支持强度正在增大
。

尽管 2 006

年其他项目获
“

发明奖
”

的数量降低了 2 项
,

但仍停留

在 17 项高位
,

且明显高于 2 004 年的 6 项
。

4
.

3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与其他项目获
“

科技进

步奖
”

比较

2000一 2 0 0 6 年
,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与其他

项目获
“

科技进步奖
”

情况见表 3
。

OnùX月峥茂j4
,̀月侍
11OCRé7

J

4勺̀11111111奋ùb亡、,尹̀nJ八ǎ日n11叹口,、,乙,ù,̀OnQ口O八n,ù、é勺̀,j,̀2 00 0一 2 00 3年

2 00 4 年

2 00 5年

2 00 6年

国家
“

自然科学奖
”

奖励项目代表了我国基础理

论研究的最高水平
,

是知识创新的集中体现
。

表 1

显示
,

2 000一 2 00 6 年
“

自然科学奖
”

奖励项 目中
,

国

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数量一直高于其他项目
。

对此
,

可以这样解释
:

国家科技计划执行时间

长
、

资助强度大
,

鼓励前沿领域的自主创新
。

在科技

界
,

获国家科技计划资助是一种荣誉
,

也是研究实力

的象征
。

因此
,

那些高水平
、

时间长
、

需要经费多的

基础研究前沿课题多偏向选择申请国家科技计划资

助 ;换言之
,

在课题立项阶段
,

国家科技计划起点高
,

“

优质课题
”

数量高于其他项 目
。

这种立项阶段
“

优

质课题
”

数量差距会传递到研究阶段
、

成果产出阶段

和申报奖励阶段
。

当然
,

其他项目在立项阶段也有
“

优质课题
” 。

但这些
“

优质课题
”

常常通过二 次申

报
,

升级转化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

另外
,

国家科技

计划项目管理严格
,

一旦立项
,

项 目成果质量有保

证
。

这也是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获奖比例高的原 因
。

4
.

2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与其他项 目获
“

发明

奖
”
比较

2 0 0 0一2 00 6 年
,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 目与其他

项 目获
“

发明奖
”

情况见表 2
。

表 3 2 000 一 2 006 年
“

科技进步奖
”

中国家科技
计划资助项目与其他项目获奖比较

时间
获奖项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目总数 获奖项数 所占 %

其他项目

获奖项数 所占%

IL

0
凡̀O
矛ù、口

4
工f一了臼八,

通
斗4tl,ùō zQ

子

,̀,一,14nll
勺̀八勺

.

…
OnnÙUO月峥ù匕.斗内」ù、Jō1.,112

.
.
山1.R11曰,乙

山1.J

斗气曰.、ú刁峥
J

拜On7R
.

斗11
J.1曰.12 00 0一 20 0 3年

2 0 0 4 年

2 00 5 年

2 00 6 年

表 2 2 000一 2 0 06 年
“

发明奖
”

中国家科技
计划资助项目与其他项目获奖比较

时间
获奖项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目总数 获奖项数 所占%

其他项目

获奖项数 所占%

1 3 2 6

6 3 0

1 9 5 5

1 7 4 0

国家
“

科技进步奖
”

奖励项目代表了我国科技应

用和科技普及的最优秀成果
,

是知识服务社会
、

推动

社会文明进步的
“

先进标杆
” 。

表 3 显示
,

在 2 0 0 0一

2 0 03 年
、

2 0 0 4一 2 0 0 6 年
“

科技进步奖
”

奖励项 目中
,

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 目数量高于 其他项 目 ; 但在

2 0 0 4 年
“

科技进步奖
”

奖励项目中
,

国家科技计划资

助项 目数量低于其他项 目
。

表 3 提供的数据很有意义
,

蕴含了我国科技经

济发展变化的丰富信息
。

限于篇幅和实证分析框

架
,

这里只进行初步解读
。

在 2 0 0 0一 2 0 0 6 年
“

科技进步奖
”

奖励项 目中
,

其

他项目获奖总量 ( 5 2 4 项 )超过了国家科技计划资助

项目 ( 464 项 )
。

这种情况与
“

自然科学奖
”

和
“

发明

奖
”

奖励项目构成形成鲜明对比
,

表明了我国市场经

济体系的快速发展
,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市场竞

(下转 3 6 3 页 )

内jnU4Q一产ō /4
ùIù

64气
曰叹é

门j11,1,̀Q
J

04,ù4
门乙门J420 0 0一 20 0 3 年

2 0 04 年

2 00 5 年

2 00 6 年

国家
“

发明奖
”

奖励项 目代表了我国发明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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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机构参与
、

投资强度大
、

周期长的大型国际合作

项 目
。

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国家科字 口部委专业部门

和国际合作部门的联动机制
,

根据各 自的资助原则

和职责范围
,

采用同行评审甚至国际评审
,

认真遴选

我国科学家创意开展的
、

有中国研究特色的国际大

科学计划
,

进行联合资助
,

保证项目在设施建设和开

展研究的各个阶段都有充足的经费支持
,

减少科学

家的后顾之忧
。

4 结语

当前
,

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
,

创新创造 日新月

异
,

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

科技在

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也日益彰显
,

科技已成为支撑

和引领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
。

考虑

到基础研究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建设创新型

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要求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事业 目前

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

对此
,

我们必须要有十分清醒的

认识
,

要始终充满危机感和紧迫感
。

我们要进一步提

高自己的国际化视野和理念
,

准确把握当今科学发展

的内在规律
,

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
、

科学国际化呈现

的新特点
,

准确把握科学技术在国家竞争和外交工作

中的重要作用
,

准确把握加强自主创新对国际合作的

新要求
,

充分利用基础研究的良好发展机遇
,

扩大对

外开放和国际合作
,

充分利用和吸纳全球创新科技资

源
,

在更高水平上积极推进我国基础研究的国际合

作
,

实现科学基金的战略型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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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已成为企业的主动选择 ;重视科技普及
、

应用科

技成果造福社会的价值取向正被越来越多的科技人

员接受
。

在 2 0 0 6 年
“

科技进步奖
”

中
,

有些奖励项目

具有政策指标意义
。

以《野性亚马逊—
一个中国科

学家的丛林考察笔记》
、

《身边的科学》
、

《协和医生答

疑丛书》
、

《 <信息战冲击波>国防教育系列片》
、

《王洪

军轿车饭金快速修复法 》等为代表奖励项 目
,

显然不

是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

这类项 目获奖体现 了中

央政府倡导全社会推进科技应用
,

从追求科技的经济

效益转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政策导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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