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励路径中，重视建立与科研人员 

自我激励相匹配的奖励制度。自我 

激励是科技工作者最核心的激励动 

力源泉，也是他们在一种内外竞争 

环境下自加压力的自主型激励安 

排 ，是个人奋斗、个人成长的最强有 

力的力量源泉。在这种条件下，科技 

奖励体系应该尽可能地创造与之相 
一 致的激励措施 ，通过建立共同的 

愿景，以及科学家群体与个人共同 

成长的机制，最终实现组织与个人 

激励效应共同成长的环境。 

3．奖励 内容与激励层次的 多元 

化 

在奖励的对象上，要逐步由原 

来的团队激励逐步转向个人激励 ， 

还应在团队奖励与个人奖励之间， 

以及一般科技工作者与核心科学家 

之间，设计混合型的奖励内容。与此 

同时，不仅要奖励那些从事研究活 

动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 

究)的科技人员，也要奖励从事科技 

管理(科技推广 、科技情报 、科技教 

育与普及工作人员)；不仅要重视对 

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奖励，也要重 

视对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重大社会 

效益的成果的奖励。目前，我国基础 

研究投入明显偏少，不利于科学技术 

的长远发展。当然，从偏重奖励应用 

研究向奖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并重 

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可以先采取以 

下措施：第一，增加基础科学研究奖 

励的数量，尤其是适当增加自然科学 

奖的名额，以覆盖更多的基础科学研 

究领域；第二，加大奖励力度，提高基 

础科学研究的奖金额度；第三，省级 

科技奖励亦要改变 “重应用科技奖 

励，轻基础科技奖励”的现状。 

4．奖励派 生效应与激励措施 的 

合理化 

科技奖励措施的合理化运行可 

以优化资源配置，使科技进步所需 

要的各种要素向技术水平高 、科研 

能力强的科研饥构和个人倾斜，有 

利于调动科技人员进行科技开发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获奖后派生待 

遇问题上，可以说在过去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奖后派生待遇对激励科 

技人员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另 
一 方面，与之相反的负效应也越来 

圃  l 至! 堡 撞 

论画家 励 荐祝制的完善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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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奖励贯彻“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 

方针，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 

则，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 

处理不好 ，都有可能影响国家科技 

奖励的权威性与导向性。显然，国家 

科技奖励推荐是开展国家科技奖励 

的前提与基础。 

一

、国家科技奖励推荐机制的 

现行做法 

关于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推荐，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第十五条 

和第十六条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国家科学技术奖候选人由下列 

单位和个人推荐：(一)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二)国务院有关 

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三)中国人民 

解放军各总部；(四)经国务院科学 

技术行政部门认定的符合国务院科 

学技术行政部门规定的资格条件的 

其他单位和科学技术专家。前款所 

列推荐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候选人 ， 

应当根据有关方面的科学技术专家 

对其科学技术成果的评审结论和奖 

励种类、等级的建议确定。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候 

选人的推荐办法，由国务院科学技 

术行政部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外使馆、领事馆可以推荐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候 

选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第 

十六条规定：推荐的单位和个人限 

额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候选人；推 

荐时，应当填写统一格式的推荐书， 

提供真实、可靠的评价材料。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 

细则》对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推荐机 

制进行了补充说明，专门用一章(第 

四章)共 13条(第 四十六条至第五 

十八条)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国家科 

学技术奖的推荐工作，包括推荐主 

体、推荐范围、推荐限额、推荐程序、 

推荐条件等内容。 

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和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 

关于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推荐工作的 

规定可以看出，这些原则性规定虽 

然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推荐操作规程，保证了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的顺利进 

行，但目前也存在以下不足：(1)限 

额推荐的指标分配问题。限额推荐 

越突出。随着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 

实施，国家科技奖励的权威性将会 

得到进一步提高。在目前尚未找到 

其他更好、更客观的评价标准的情 

况下，科技奖励仍不失为对个人成 

绩和贡献 的一种较客观的评价指 

标，即使在今后也应是评价指标之 
一

。 但是我们应逐步淡化奖后待遇 

挂钩，不要使其成为法定行为。首先 

要通过宣传教育 ，引导广大科技人 

员正确认识奖金、职称晋升 、分房、 

加工资、政府津贴等方面的待遇，鼓 

励获奖者再立新功，克服获奖者“吃 

老本”的现象，做到奖后所得与后续 

贡献结合起来；同时，应完善其他相 

关配套激励措施，尤其是不应造成 
一 次获奖，终生受益的状况，要破除 

职称终身制，以增强科研活动的竞 

争活力，提高科技奖励的激励效用。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 自《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9年第 1期 ) 



的推荐指标制定缺乏科学的办法与 

指导思想，中央和地方在科技奖励 

中存在上级分指标、分名额，限制科 

技奖励申报现象，下级存在争指标、 

争名额，以次充好现象。(2)推荐主 

体的范围问题。当前国家科技奖励 

的推荐还主要采取政府推荐为主的 

机制，专家推荐和社会推荐机制还 

未广泛开展。推荐程序的实质还是 

完成单位、完成人的申报 ，有必要进 
一 步发展独立的业内和圈内的他人 

提名推荐制。(3)推荐主体的失责问 

题。当前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 

作中，仅要求推荐主体根据《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进行推荐 ，但没有对推荐主体的失 

责问题进行规定，推荐主体享有推 

荐权利，但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并 

因失职承担相应的处罚。 

二、国家科技奖励推荐机制的 

完善策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进步法》、《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 

价工作的决定》、《科学技术评价办 

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借鉴他国科 

技奖励的成功经验与有益做法，经 

过综合比较分析，在国家科技奖励 

推荐工作的现有基础上，按照既继 

承又发展的原则，现就完善国家科 

技奖励推荐机制提出以下建议。 

(一)逐步放宽推荐主体的资格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日前具备推荐资 

格的主体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国务 

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国务院直属 

事业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 

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大型行 

业协会 、学会，大型国有企业；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 

可以说，目前的推荐主体涵盖 

的范围较广，但推荐国家科技奖励 

带有一种明显韵行政级别色彩，容 

易使一项科技成果因在基层单位得 

不到承认而失去进一步的评审资 

格。因此，可以考虑实施以下四个方 

面的措施。 

其一，增加具有推荐资格的全 

国性一级学会、行业协会的数量。目 

前经科技部认定具备推荐条件的全 

国性一级学会 、行业协会共计 12 

家，这仅是 100多家全国性一级学 

会 、1 000多家全 国性行业协会 中 

很小的一部分。而在这些全国性一 

级学会、行业协会中，一般都集中了 

该专业、行业德高望重的专家、一批 

专业素质高的行业管理人才以及一 

大批熟悉本行业发展情况、居于行 

业前列地位的企业家，只要科技部 

按照一定的标准 (如学会或协会设 

立了相应的社会科技奖励项目、具 

有行业的代表性、同一专业或行业 

领域的高度认同感)进行认定，就能 

够增加相应学会和协会的数量。 

其二，增加海外专家的推荐资 

格。国家科技奖励不但要得到本国科 

学家和广大人民的认可，还需要得到 

海外科学界的承认。科学无国界，随 

着科学技术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海外专家对于国内科学技术的 

发展也越来越关注，而对于国内杰出 

的科研同行也相对比较了解，因此， 

可以考虑增加海外专家的推荐资格。 

这些海外专家必须是所在国家或地 

区的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每年度可 

3人以上共同推荐 1名(项)所熟悉专 

业的国家自然科学奖。 

其三，增加特定人群的推荐资 

格。可以考虑增加某些特定人群诸 

如省长、国务院下设的非科技主管 

部门的部长等的推荐资格，改变以 

往按行政隶属关系逐级 申报 的做 

法，既简化了程序 ，又减少浪费及各 

级科管人员的工作量，能更好地保 

证成果的水平和质量。省长 、部长每 

年可以推荐一项科技进步奖候选项 

目，前提是必须有准确的数据、翔实 

的资料、充分的理由，而且必须附有 

三位专家、三家技术应用单位的意 

见，此推荐项 目不能与其他推荐主 

体推荐的候选项 目相重合。 

其四，允许成果完成者 自荐。在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的推荐之 

前，通过制定复合量化标准(如发表 

的刊物质量、正面被引用次数、重要 

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发言数等；专 

利项 目数 、申请专利国别数、经济效 

益等)，达到了这些量化标准的成果 

完成者 ，如果未得到其他推荐主体 

的推荐 ，可允许其自荐参评。自荐人 

必须是在学术成果、发明专利的完 

成过程中为全职科研人员。 

(二)界定推荐主体的任务与职 

责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对于推荐主体的任务与 

职责已有一些规定，如：严格控制候 

选人、候选单位的数量；征得候选人 

和候选单位的同意，并填写由奖励 

办公室制作的统一格式的推荐书 ， 

提供必要的证明或者评价材料；可 

提出需要回避的评审专家 (不超过 

3人)；协助异议处理。但也应看到， 

还有一些事项应是推荐主体的任务 

与职责范围所在。因此，建议以下事 

项应列入推荐主体的任务与职责。 

其一，应负责对所申报的成果 

进行审查 ，从源头抓好推荐关。国家 

科技奖励在实际运行中是采取申报 

与推荐并行的机制，推荐的过程也 

就是候选人与候选单位申报的过 

程。因此，推荐主体应审查申报成果 

是否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的申报范 

围和条件、提供的资料及其附件是 

否齐全和规范、技术内容是否真实、 

主要完成单位与完成人的资格及排 

序是否符合规定。 

其二，应负责与候选人和候选 

单位的反馈与沟通。推荐的成果并 

不能都成功获奖 ，总有落选者，而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也不可能一 
一 与所有落选者解释与反馈。因此 ， 

推荐主体应担负这一职责。 

其三，推荐单位推荐科学技术 

奖的候选人 、候选单位及项 目，应当 

组织科学技术专家进行评价，综合 

专家意见后进行择优推荐。 

其四，推荐单位必须严肃 、认 

真、科学、公正、高效地履行其职责， 

积极、热情地为申报人或申报单位 

做好服务工作。 

(三)建立严格的申报抽查制度 

各推荐单位上报的材料汇总到 

最后的专家评审，中间要空出一段 

时问对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抽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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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地核实奁重、查新结果 ，到实地 

考察社会经济效益情况。一旦查出 

有虚报的材料，立即通知所在单位 

对伞部材料进竹复 ，直到完全准 

确尢溟为 lj 。为了评奖工作的严肃 

和公J 抽查和纠偏需要有较长的 
⋯ 段}卜j 、 

(四 )明确推荐主体的失职后果 

《旧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第二 

十■条规定：推荐的单位和个人提 

供虚假数据、材料 ，协助他人骗取国 

家科学技 术奖的，由罔务院科学技 

术行政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 

暂停或者取消矮推荐资格；对负有 

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这是对 

推荐主体失职昕处罚责的原则性规 

定，但没有具体的鼍罚标准。 

为便于操作，也有利于推荐主 

体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提高其责 

仃心，特提出以下处罚细则：(1)申 

报项 FI附件资料不全而推荐的，给 

推荐主体谈话提醒或 面警告。 

(2)申报项日还仔在完成单位或完 

成人排序争议、存在知 产权纷争 

而推荐的，给 推荐主体内部通报 

批评 (3)在推荐 _{5胃他人或单位签 

名的，给 推荐主体内部通报批评。 

(4)申报项臼叶J的学术论文、专著或 

其他科研成果中，存在抄袭 、剽窃他 

人成果．在评审阶段被专家发现的， 

给予推荐主体通报批评。(5)申报项 

目L}l的学术论文、々著或其他科研 

成粜中，存在抄袭、剽窃他人成果 ， 

在评奖后又被证实是虚假的或不准 

确的，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给予推 

荐人撒消水荐资格处分，给予推荐单 

位缩减推荐 额若 f：年的处分。(6) 

帮助 推荐书rll1伪造科学数据，或伪 

造国家饥关、事业单位出具的证明等 

行为，一经查实 ，给予推荐人撤销推 

捧资格处分，给予推荐单位缩减推荐 

名额若“r年的处分，并建议所属主管 

部门给 相应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 

仟 (7)推荐主体故意干扰评审工作 

秩序，影响评议、评审公 Eff,s，给予内 

部通报批评或通报批评。 

(五)有重点、有选择地增加推 

荐 限额 

I国蜀 D9IJ_ 瓶 摘 

国家科技奖励采取限额推荐的 

方式，每年由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 

公室给具备推荐资格的推荐单位下 

达推荐名额。从历年通过形式审查 

和评奖结果来看，东部发达地区的 

推荐数与获奖数较多，这与这些地 

区的经济、科技、教育的发展分不 

开。但另一方面，也会挫伤中西部地 

区报奖的积极性。 

因此，建议：(1)增加与国家政 

策导向相吻合的推荐名额。近年来， 

我国依次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 

起战略，随着这些战略的推进，产生 

了诸多科研成果、专利技术、应用技 

术，并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和影响 

力，急需得到党和国家、社会大众的 

认可。因此，推荐名额应向实施这些 

战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倾斜。(2) 

增加推荐基层单位项目成果的名额 

比重。许多基层单位的科研成果与 

技术成果，由于地缘关系、人缘关系 

等因素，得不到推荐单位的推荐，这 

对于符合国家科技奖励条件的成果 

完成单位和完成人来说，确实会产 

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家科技 

奖励工作办公室在给各推荐单位下 

达推荐名额时，应界定基层单位项 

目成果的名额比重，向基层单位倾 

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基层单 

位科研成果。(3)整体增加国家科技 

奖励推荐名额。据国家科学技术部 

原部长徐冠华介绍，目前全国省市 

区级评奖每年有六、七千项。这些获 

奖项目具备了一定的参评国家科学 

技术奖的实力与潜力，但由于名额 

限制，会让一些推荐单位难以取舍， 

也容易给那些有地缘与人缘优势的 

完成人或完成单位以活动空间。如 

果整体增加国家科技奖励推荐名 

额，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国家三大奖通 

用项目的推荐数与最终获奖数的比 

例达到 3：1，这个比例还有提高的空 

间。同时，随着网络评审系统的广泛 

应用，也完全可以推荐更多的科研 

成果与研究人员参评 国家科技奖 

励，从而有利于优中选优。(4)对推 

荐主体的推荐指标实行奖惩机制 。 

对具有推荐资格的协会、省级推荐 

机构，如果所推荐的候选项目或候 

选人在连续四个奖励年度内，获奖 

率低于 20％的，酌情考虑减少其推 

荐指标的数额；如果所推荐的候选 

项目或候选人在连续四个奖励年度 

内，获奖率高于 60％的，酌情考虑 

增加其推荐指标的数额。 

(六)完善推荐条件的具体规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候选人与候选单位应当具备的条件 

做了原则性说明，也提到了相关推 

荐条件，如：必须解决相关知识产权 

争议、必须得到主管行政机关许可、 

同一技术内容不得在同一年度重复 

推荐、未授奖的候选人或候选单位 

在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可重新推荐、 

具有特别意义或重大影响的科学技 

术成果的适时推荐 这些条件对于 

推荐工作起到很好的导f 作用。我 

们认为，还可以增补一些申报与推 

荐条件，以保证国家科技奖励后继 

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些条件可以是：(1)申报与推 

荐材料必须齐整，不能存在明显错 

误。(2)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的相关 

核心技术成果须经过 5年推广应 

用、产业化后才能推荐申报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3)多个单位共同完 

成的重大科技项目成果，应按整体 

项目成果申报与推荐，并由成果第 
一 完成单位负责申报。其中某子项 

目成果单独报奖，需征得总项目主 

持者同意。如果该子项 目已单独申 

报获奖的，在推荐整体项目成果时， 

应剔除已获奖子项目的内容。(4)推 

荐单位设有相应级别科学技术奖 

的，应从获本单位二等奖以上的成 

果中择优推荐。(5)我国有关单位或 

个人与国外学者合作完成的科研项 

目，其主要学术思想由本单位或个 

人提出，科技研究工作以国内完成 

为主，经合作方同意并提供无产权 

争议的书面证明材料后，方可申报 

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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