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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基本情况



陈十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程泰宁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杨振宁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李培根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

高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何华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中国科协副主席

毛淑德

清华大学天文系主任

潘建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

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

饶    毅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北京脑中心

主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谢晓亮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医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

张益唐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教授

*以上排列不分先后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

谢克昌

施一公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西湖大学校长

马化腾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腾讯基金会发起人

“科学探索奖”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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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简介

徐匡迪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

王志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十一届全国

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

徐冠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原副

院长，国家科委原副主任，科学技术部原部长，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计划（973计划）专家顾问组原组长

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原校长，国

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组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

员会主任

许智宏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

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

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北京大学原校长

顾问



姓名 简介

钱颖一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2006-2018）

西湖大学校董会主席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李孝如
金杜律师事务所全球首席运营（COO）

国际管理委员会（IMC）成员

葛明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前董事长

中国并购公会监事长

监委



奖 励 对 象

在中国内地及港 澳 地 区
从事全职科研工作的、45

周岁及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

者（2020年的申报人应在

1974年1月1日后出生）。

奖 励 领 域

Ø 基础科学：

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天

文和地学、化学新材料。

Ø 前沿技术：

信息电子、能源环保、先进

制造、交通建筑、前沿交叉。

奖 励 人 数

每年不超过50人。

奖 励 金 额

每人300万元（人民币），

分5年连续资助，

每年60万元。

奖项内容



获奖人责任与义务

Ø 保密义务

参与奖项工作的全部人员，均对涉及奖项的情

况负有保密义务。

Ø 获奖人责任

担任科学传播大使，定期出席必要的公益活动和

科普活动。

Ø 进展报告

Ø 退出机制

如发生违背“科学探索奖”实施管理办法规

定的情况，由管理委员会决定停止资助。

向评审委员会提交年度科研进展报告。



2019年申报、评审和获奖情况



申报情况

提名渠道 报名渠道 申报总数

628人 707人 1335人

2019年1月，启动为期近三个月的提名和报名，

共收到1335份申报材料，申报人与获奖人的比例约为 25:1。



评审流程

1. 初审

5-6月，网评，同行评审

2. 复审

7月，会评，评委

3. 终审

8月，现场答辩

4. 公布

9月，公布获奖人情况



2019年获奖人概况



2019年获奖人单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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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东南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海军工程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
南开大学
清华大学
厦门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天津大学
武汉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自由申报7人
14%提名43人

86%

申报渠道分布

有海外经历的42人
84%

无海外经历的8人
16%

海外经历情况分布

2019年获奖人概况



2019颁奖典礼

杨先生：“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困难时期，是得了博士

学位以后，5到10年期间，这个期间要选择一个领域，要在

这个领域里做出来一个能够站得住的工作，这是一个新的

挑战。“科学探索奖”特别关注这个领域的学者，这是非

常有远见的一个计划。”

50位获奖人集体亮相

三位获奖人围绕“物质之美 · 生命之谜· 机器之力”，

分享科研探索故事。



各界评价

国家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

科 技 部 ：

教 育 部 ：

政府领导

“相信会在社会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也正是开展评奖的目的之一。希望奖项能够越办越好，不断地有一些创造。”

“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强，中国的科学才强，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

“体现了企业和社会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责任担当，对于引导和激励更多青年人投入到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

   为青年科技人员创造潜心研究的科研环境，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奖项办的很有意义，全国科研投入60%在高校，教育部接下来会继续关注、合作。”



各界评价

获  奖  人

“科学研究受到重视和尊重，以社会广泛参与的形式宣传自己的科技成果，以明星聚焦的形式传播自己的科研见解。”

“从海外回来后，全身心做科研，没有什么社交活动，能够获奖既荣幸也意外，评审确实是不唯关系、不唯帽子。”

“问下奖金什么时候到账？看下能不能赶上下次还房贷。”

“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为腾讯点赞。未来我们将珍惜荣誉，不辱使命，争取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科技界人士

“典礼视频播出去的后续影响绝不会只限于获奖者和广大青年学者了！现场听了三位获奖人的感言，非常激动！仿佛也回到了从前

那段不畏艰苦、敢选科学难题的日子。”

“不仅是（获奖人）获得了经济支持，关键在于他们的地位、目标得到认可，让他们更自信，真正潜心去研究，是非常好的做法。”

“以前大部分是奖励已有成果，而这次则是突出探索精神，也是我们特别需要的。科技强国首先应该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如果跟

不上，那么科技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各界评价

Ø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发评论，登顶知乎话题讨论科学板块首位。

《呵护青年科学家的探索精神》、《让青年人才充分释放创新能量》



2020申报工作安排



变化＆日程

主 要 变 化

1. 扩大申报对象范围，今年申报对象将延伸至港澳地区，

即申报对象扩大为“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从事全职科

研工作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2. 增加同行专家、评委人数。

3. 加强回避制度，增加同单位关系、提名关系、推荐关系。

1-4月 提名 / 报名

5-8月 初审、复审、终审

9月 公布结果

11月 颁奖典礼



申报途径

提名渠道：由奖项邀请的提名

人发起，提名人填写提名理由

后，还需提供两位推荐人信息，

秘书处邮件通知被提名人提交

材料。材料提交4月15日截止，

推荐信提交4月30日截止。

提名渠道

报名渠道：申报人登录奖项

官网，在申报期内按要求提

交材料，且提供三位推荐人

信息。推荐信提交4月30日截

止。

报名渠道



申报内容

     填写基本信息

ü 个人信息

ü 教育经历

ü 科研工作经历

ü 未来研究计划

     列举学术成就

ü 论文和著作（不超5份）        

ü 发明专利 （不超5项）         

ü 学术荣誉（不超3项）

       未来研究计划

ü 中英文摘要        

ü 研究的主要内容         

ü 研究方法

      ……



细分领域划分

基础数学

应用与计算数学

凝聚态物理

原子分子光物理与量子信息

等离子体高能物理与核物理

数学物理学

微生物与免疫

植物学、动物学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和认知心理

细胞生物学及发育生物学

遗传学

生态学

农业科学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药物学

生命科学

天文技术和方法

星系和宇宙学

恒星和致密天体

太阳系和系外行星

大气与海洋科学

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

地理学、土壤学和遥感科学

地球化学、环境地球科学

地质学

天文和地学



子领域划分

电子系统

通信

自动控制

光电子与光学

信息安全

电磁场与雷达

微电子

计算机

软件人工智能和信号处理

仿真与虚拟现实及仪表

信息电子

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高分子化学

分析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

纳米材料

理论化学

其他材料科学

化学新材料



子领域划分

交通工程

运载装备

智能运输

规划建筑与生态景观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

工程结构与建造

交通建筑

环境科学

能源化工

电力化工

能源动力

能源材料化学

能源环保

运载及加工

微纳及精密加工

机器人

机械控制等

机械设计

材料精密机械

普通机械制造

先进制造



专家库建设

Ø 在去年工作基础上，建设完善专家库

       专家填写信息

① 姓名、性别、出生年份、国籍

② 电子邮箱、联系电话

③ 单位名称、职称、人才称号

④ 领域、细分领域、研究方向关键词

      主要目的

① 邀请专家库内符合条件的专家为

奖项提名候选人；

② 抽取专家，参与奖项评审。



① 如何提升奖项影响力，触达更多潜在候选人群体？

② 如何让更多奋斗在科研一线的专家参与到奖项的提名、评审中？

③ 如何借助”科学探索奖“平台、腾讯资源，更好助力青年科学家成长？

                                  

Q&A

讨论环节



倾听您的建议
期待您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