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度國家科學技術

獎共評選出278個項目

和7名科技專家：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2人

■國家自然科學獎 38
項，其中一等獎 1
項、二等獎37項

■國家技術發明獎 67
項，其中一等獎 4
項、二等獎63項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173項，其中特等獎2
項、一等獎23項、二
等獎148項

■授予5名外籍專家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
學技術合作獎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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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習近平、李克強、王滬寧、韓正等會見獲獎代表。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國務院8日上午在北京

隆重舉行國家科學技

術 獎 勵 大 會 。 習 近

平、李克強、王滬寧、

韓正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出席會議活動。習近平

等為獲獎代表頒獎。李

克強代表黨中央、國

務院在大會上講話。韓

正主持大會。

文匯要聞A4

2019年1月9日（星期三）

20192019年年11月月99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9年1月9日（星期三）■責任編輯：葉格子 ■版面設計：周偉志

習近平頒授國家科技獎
中共中央國務院隆重舉行獎勵大會

全面實行提名制。國家科學技術獎五大獎種全面放開專家
學者提名，同時取消機構提名的名額限制。2018年度，
獲得提名的項目數量大幅增加，增幅達38.9%。

試行一、二等獎獨立投票機制。為引導科技人員找準定
位，營造謙遜樸實的良好風尚，遏制浮誇和包裝拼湊等不良

風氣，提名一等獎的項目評審落選後不再降格評為二等獎，提名二
等獎的項目，特別優秀的可破格提升為一等獎。受該政策影響，提
名特等獎和一等獎項目數量大幅下降。

調整國家科技獎獎金標準。國家最高科技獎由500萬元（人民
幣，下同）/人，提升至800萬元/人，並全部由個人支配。至於國

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三大
獎」，特等獎獎金由100萬元/項，調整為150萬元/項；一等獎獎金由

20萬元/項調整為30萬元/項；二等獎獎金由10萬元/項調整為15萬元/項。

2018 年度國家科技獎勵新舉措

設計製作國家科技獎獎章。其中，國家最高科技獎獎章中心圖案為五顆五角
星，象徵國家獎；外圍採用飄帶、牡丹花、如意形和翅膀等視覺元素，包含榮

譽、吉祥和科技事業展翅高飛等美好寓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由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薛其
坤領銜的清華大學和中科院物理所實驗團
隊在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取得突破性成果，
1月8日獲得2018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一
等獎。這是繼鐵基超導、多光子糾纏、中

微子振盪後，中國物理學再次取得的突破性進展。曾9度
空缺的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如今連續6年產生得主，
意味着中國基礎研究近年來接連取得公認的重大進展，
形成「多點開花」的新局面。

量子霍爾效應是現代物理學的重要研究領域，與其相
關的研究發現曾四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自1988年美
國物理學家提出可能存在不需要外磁場的量子霍爾效應
（即「量子反常霍爾效應」）以來，不斷有物理學家發
表各種方案，但在實驗上並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

2008年，薛其坤率領團隊開始進入這一領域，經過四
年研究，終於在世界範圍內首次觀測到量子反常霍爾效
應。這是世界物理學界近年來最重要的實驗進展之一，
引領了國際學術方向。這一發現的論文在美國《科學》
雜誌發表後，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稱：「這是從中國
實驗室裡，第一次發表出了諾貝爾獎級的物理學論
文！」

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必先提振基礎研究。黨的十八大
以來，中國通過一系列改革，進一步加強對基礎研究的
持續穩定支持。從衡量基礎研究的重要指標——國際科
技論文來看，數量不斷增長，多年穩居世界第二位。

「我國基礎研究總體處於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從
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的重要階段。」薛其坤表示，
與世界科技強國相比，中國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依
舊存在明顯差距，廣大科技工作者還要再接再厲、接續
奮鬥，不負中國基礎科研的「黃金時代」。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及新華社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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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其坤院士薛其坤院士
新華社新華社

上午10時30分，大會在雄壯的
國歌聲中開始。在熱烈的掌聲

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首先向獲得
201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哈
爾濱工業大學劉永坦院士和中國人
民解放軍陸軍工程大學錢七虎院士
頒發獎章、證書，同他們熱情握手
表示祝賀，並請他們到主席台就
座。隨後，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
人同兩位最高獎獲得者一道，為獲
得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
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的代
表頒發證書。
李克強說，改革開放40年來，我
國科技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
就，書寫了科技發展史上的輝煌篇
章。剛剛過去的一年，面對複雜嚴
峻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
展穩定任務，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經濟
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科技創新再創
佳績，新動能持續快速成長。當前
保持經濟平穩運行、促進高質量發
展，必須更好發揮創新引領作用。

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為指導，把握世界新一輪科
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勢，緊扣重要
戰略機遇新內涵，深入實施創新驅
動發展戰略，加快創新型國家和世
界科技強國建設，不斷增強經濟創
新力和競爭力。

李克強：
把基礎研究擺在更突出位置
李克強說，要優化科技發展戰略

佈局，調整優化重大科技項目。把
基礎研究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
大長期穩定支持，推動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和產業化融通發展，構建
開放、協同、高效的科研平台。要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創新科技投入
政策和經費管理制度，擴大科研人
員在技術路線選擇、資金使用、成
果轉化等方面的自主權，實行更加
靈活多樣的薪酬激勵制度，弘揚科

學家精神，嚴守科研倫理規範，加
強科研誠信和學風建設，扎扎實實
做事，不拘一格大膽使用青年人，
把科技人員創新創造活力充分激發
出來。
李克強指出，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

地位，健全產學研一體化創新機制。
更多運用市場化手段促進企業創新，
只要企業充滿創新活力，中國經濟就
有勃勃生機。要大力營造公平包容
的創新創業環境，降低創新創業的
制度性成本，提升雙創水平，加
快構建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
用、服務體系，嚴厲打擊侵權假冒
行為，着力激發全社會創新潛能。
要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擴大
國家科技計劃和項目對外開
放，在人員往來、學術交
流等方面創造更多便利
條件，更加廣泛匯聚各
方面創新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劉凝哲及新華社報
道）獲得201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哈爾
濱工業大學劉永坦院士說，這一獎勵是無上的
光榮，更是沉甸甸的責任。科技創新本質上是
人才驅動，一定要讓願意創新、有創新能力、
取得創新成果的人得到社會更多的尊重。
堅持自主研發新體制雷達，打破國外技術壟
斷，為中國海域監控面積的全覆蓋提供技術手
段；40年堅守，帶出一支「雷達鐵軍」……劉
永坦帶領團隊研製的新體制雷達，不僅能夠
「看」得更遠，還能有效排除雜波干擾，發現
超低空目標，對於對海遠程預警來說至關重
要。如果說雷達是「千里眼」，那麼新體制雷
達就是練就了「火眼金睛」的「千里眼」，被
稱為「21世紀的雷達」。它不僅代表着現代雷
達的發展趨勢，更對航天、航海、漁業、沿海
石油開發、海洋氣候預報、海岸經濟區發展等
都有着重要作用。

不滿足現狀 續攻實際應用
早在1991年，經過十年科研，劉永坦在
「新體制雷達與系統試驗」中取得了重大突
破，並建成我國第一個新體制雷達站，獲得
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那時，身邊很多人
勸他「功成名就、見好就收」，但劉永坦卻
說：「這還遠遠不夠。」在他看來，科研成
果如不能轉化為實際應用，就如同一把沒有
開刃的寶劍，中看不中用。「一定要讓新體
制雷達走出實驗室，走向海洋。」
隨後的十餘年裡，從實驗場轉戰到實際應
用場，他帶領團隊進行了更為艱辛的磨煉。
由於國際上沒有完備的理論，很多技術難點
亟待填補，再加上各個場域環境差異巨大，
新體制雷達的「落地之旅」格外艱難。
「解決不了抗干擾問題，雷達就沒有生
命。」劉永坦說，各種各樣的廣播電台、短
波電台、漁船，發出強大的電磁干擾是最大
的難題。設計—試驗—失敗—總結—再試
驗……他帶領團隊進行上千次調整，終於找
到了解決方案。這項完全自主創新的研究成

果於2015年再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
獎。它不僅破解了長期以來困擾雷達發展的
諸多瓶頸難題，更讓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數幾
個擁有該技術的國家。
「依靠傳統雷達，我國海域可監控可預警
範圍不足20%，有了新體制雷達，則實現了
全覆蓋。」劉永坦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給
祖國的萬里海疆安上「千里眼」，國防才能
更安全。「這件事可能要幹一輩子，不光我
自己，要集結全系的力量，甚至更多的力
量。」劉永坦說，相對於一些短平快的科研
項目，新體制雷達是個十足的「冷板凳」。

不畏懼艱險 調動團隊攻關
團隊骨幹許榮慶、張寧、鄧維波等人都
說，劉老師是學術上的幹將，更是團隊裡的
帥才，他懂得如何調動大家一起攻關。
雷達調試初期，系統死機頻頻出現。幾十
萬行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上發射、接收、
信號處理、顯示等諸多設備，任何一個微小

的故障都可能導致整個系統無法運行。「不
能給科研留死角。」劉永坦就率領團隊每天
工作十幾個小時，從系統的每一個程序開始
檢查，發現一個問題就解決一個問題。1990
年4月3日，對於團隊來說是刻骨銘心的日
子——這一天，新體制雷達技術終於使目標
出現在屏幕上。團隊所有成員都流淚了，是
成功後的狂喜，也是多年壓力的釋放。
40年裡，劉永坦的團隊從最初的6人發展到
30多人，成為新體制雷達領域老中青齊全的
人才梯隊，建立起一支雷達科研「鐵軍」。
「圍繞一個方向，聚焦一個領域，劉永坦一
幹就是40年。不以困難為斷點，不以成就為
終點，這種科研精神對後輩來說是激勵，更
是嚮導。」哈爾濱工業大學副校長、中國科
學院院士韓傑才說。
剛領完獎，這位「80後」老院士又許下了

新的願望，繼續帶領團隊向小型化雷達進
軍，讓技術造價更低，讓功能性能更優，更
好保衛祖國海疆。

40年研新雷達護航萬里海疆

■習近平給劉永坦院士（右）和錢七虎院士（左）頒獎。 新華社

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劉永坦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