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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0名获得2020年“科学
探索奖”的青年科学家手持奖杯，在舞台上合影留念。台下，
饶毅、潘建伟、邬贺铨、程泰宁等两院院士和知名科学家齐聚
一堂，为科学界的“后浪”送上鼓励。

在今年“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上，像这样充满仪式感的
画面还有不少。颁奖开始前，获奖科学家与父母、爱人和子女
携手，一起走上红毯，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聚光灯背后，进入第二个年头的“科学探索奖”，其导向与
“野心”也愈发凸显。重视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不重成果而更
看重潜力——在此激励下，更多青年科学家迈向探索科学“无
人区”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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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科学探索奖”在评选过程中重点关注 4
个因素：独立性、创造性、变革性和可行性。相比起过
往的研究成就和学术地位，评审委员会更看重申报人
本人及其研究方向的未来潜力，鼓励自由探索。这也
是“科学探索奖”不同于其他奖项的重要特质。

“我们认为，科学探索需要投入和坚持，对待科
学探索需要宽容和耐心。科学家往往是寂寞的，我
们也要耐得住‘科学家的寂寞’。”腾讯公司高级副
总裁、首席人才官奚丹表示。

“当我们环顾周遭会发现，对科学的支持，尤其
是对年轻科学家的支持尚难以令人满意。因此，对
年轻科学家早期科学研究的鼓励，显得尤为重要。”
2018 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在
致辞中说道。

“‘科学探索奖’更多的是一个期许，鼓励和

支持科学家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这对获奖人而
言是一种责任，拿到这个奖，就得做出更好的成
果。”黄志伟说。

谈及科学探索方向的选择，生命科学领域获奖
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朱听讲述了自己
的经历。“几年前，我根据一个想法在国外申请一项
资助。面试时，有一位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提了非常
尖锐的问题：多少年以后才能做出来？她认为，我
们很可能做不出来。”

“听完这个问题，我却很受鼓舞。”朱听说，“如
果很多人都认为做不出来，那么这个方向也许真的
值得去尝试。”

“你们获奖后，既受鼓励、也受鞭策。你们自然
会希望以自己今后的努力，证明自己能否专心探
索，甚至对中国和人类作出较大的或有深刻影响或

优雅的科学成就。”中国科学院院士饶毅在寄语青年
科学家时表示。

为了给青年科学家提供全新的科研思路，“科学
探索奖”还将触角伸向了评奖之外的领域。

早在2018年初，“科学探索奖”组委会在征询各
方意见中了解到，许多科学领域的创新发现往往出
自学科交叉迸发出的灵感与合作。学界普遍希望建
立更多民间交流平台，以丰富创新的土壤、浓厚科
学氛围。

“科学探索奖”为青年科学家搭建了跨学科互动
交流平台，还将举办重大主题的学术报告会、研讨
会。同时规定在受资助期间，获奖人需按要求向评
审委员会定期提交年度科研进展报告，并担任科学
传播大使，定期出席必要的公益活动和科普活动。

“‘科学探索奖’选出各领域的杰出青年科学
家，让他们共聚一堂，这是可以产生学科融合的机
会。”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说，“科学探索奖”就
像一个大家庭，随着成员不断增加，有助于推动各
科研领域的合作。

重基础 看潜力
——2020“科学探索奖”观察

本报记者 刘 峣

不唯出身 聚焦青年 面向未来

“科学探索奖”是在腾讯成立 20周年之际，由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腾讯基金会发
起人马化腾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携手杨振宁等十
几位知名科学家共同发起的公益性奖项。该奖项面
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支持对象为在中国内
地及港澳地区全职工作、45周岁及以下青年科技工
作者。获奖者每人将在未来5年内获得腾讯基金会
总计3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并且可以自由支配。

相较于去年，2020 年“科学探索奖”获奖人
名单更为多元化，其中女性获奖人增至 5 位，35
岁及以下获奖人有 6 位。50 名获奖人平均年龄不
到40岁，其中最年轻获奖者仅30岁。在港澳地区
首次放开申请后，共有3位科学家获奖。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黄芊
芊既是5名女性获奖人之一，也是最年轻的奖项获
得者。谈及对科学研究的理解，初为人母的黄芊
芊说，科学探索不仅充满理性与客观，更蕴藏着
无穷尽的生命力量，犹如呱呱坠地的婴儿。

“当你为它倾尽全力、坚持付出时，它也一定
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迸发出盎然生机、带给你惊
喜。”年仅30岁的黄芊芊说。

香港城市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工程院副院
长王钻开说，这个奖项对香港学者来说尤为可
贵，对香港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是非常大的鼓舞。

“随着大湾区建设的政策推动，香港在基础研究
方面的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并有望在大湾区发展
的时代背景下得到更好的产业转化。”王钻开说。

今年，在奖项的提名、推荐、评审过程中，
超过 800 名两院院士参与其中。仅在提名推荐阶
段，就有 13位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得主
和来自发达国家的100多位院士参与，充分体现了
科学界前辈帮助青年人的殷殷之心。

“第二届评奖工作坚守原始的定位，并不断优
化和完善：奖项申报‘不唯出身’的原则得到有
力贯彻，‘面向未来、聚焦青年’的定位得到很好
体现，评审的回避制度收紧，良好的评奖风气得
到维护。”“科学探索奖”监督委员会主席、清华
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钱颖一表示。

生命科学、天文和地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新
材料……在“科学探索奖”表彰的九大领域中，基
础科学占据了重要位置。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帮
助青年科技工作者挣脱现实生活的“引力”，助力中
国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正是“科学探索奖”设立
的出发点。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在
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
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
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

对此，生命科学领域获奖人，哈尔滨工业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院长黄志伟深有感触。

“做基础研究可能耗时很久，需要坐很长时间的

‘冷板凳’。现在科学研究有了更好的资源和条
件，更多科学家可以静下心来，探索一些更加重要
的东西，在中国的大地上产生原创成果，为世界、
为人类所用。”

黄志伟表示，希望科学研究能够鼓励原创、鼓
励好奇心、鼓励兴趣。“科学探索奖”给从事基础科
学研究的年轻人提供了信心，支持更多青年学者从
事最基础的、真正的研究。

“地球磁场倒转的时候，什么因素会诱发生物大
灭绝？10 年前一个冬夜，我站在窗前看雪花飘落，
突然顿悟到：我要找的答案在火星上。于是我申请
了德国的博士后职位，同事们都觉得我疯了。”天文
和地学领域获奖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魏勇回忆从事火星研究的初心时说，当
时国内的火星研究几乎为空白，只有导师万卫星坚
定地支持他走出去。

今天，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的
行程已突破 3 亿公里。作为火星探测计划首席科学
家，万卫星在“天问一号”发射前两个月因病离
世。魏勇说，他至今仍记得老师的一句话——“深
空探测看当代，行星科学靠未来”。

基础研究的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
力的底蕴和后劲。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将把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加大对冷门学科、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
定支持。

“我们必须树立更高的科研志向，做出更多从零
到一的原创研究成果，同时要推动全社会弘扬科学
精神，培育科学文化，普及科学知识。”中国科协名
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说。

重视基础研究 鼓励原创成果

耐得住“科学家的寂寞”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左） 为信息电子领域获奖人黄芊芊 （右） 颁奖。 主办方供图

在11月17日的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国科学
院院士、青藏高原研究所名誉所长姚檀栋，中国科学院院
士、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霍守亮，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
教授郭少军4位科学家代表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 肩负
新时代科技使命”与记者进行交流座谈。

不畏艰难 勇攀高峰

“以前去青藏高原科考，我们就坐在货车后厢
里。”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檀栋回想起首
次参与高原科考的经历讲到，“那时候根本不讲究人
货分离，有车坐就不错。”

艰苦不仅体现在坐“敞篷车”，不便的交通也使
得科研时间被拉长。姚檀栋说，前往科研地点经常需
要花费一个多星期，但如果司机不愿走，科研团队便
寸步难行。

长时间艰苦的高原考察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对
姚檀栋来说，纵然困难重重，青藏高原所蕴含的科研
资源与价值对他仍有巨大吸引力，使他在青藏高原研
究中不断前行。

随着时代发展，科考手段、设备与方法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近期考察三江源时，姚檀栋一行
人借助直升机，短短 8 分钟就实现海拔 2000 米的跨
越，高效完成科学考察。

“国家实力的提升给予科研更多可能性。”姚檀栋
表示，高新技术对科学研究具有促进作用，二者结合
将使得科学研究更具效率。

抱有好奇 甘为人梯

“历史上一些颠覆性、革命性课题多与基础研究
有关。”袁亚湘认为，相对应用研究，基础研究过程
更漫长，这就需要耐住性子，甘于寂寞。

“基础研究在完成之前，事先并不知道结果是什
么，没有好奇心就很难坚持。”袁亚湘表示，作为人
的天性，好奇心是基础研究最原始的动力，因此要始
终抱有好奇心。

当前，科技领域国际竞争白热化，“卡脖子”现象时
有发生。袁亚湘认为，很多“卡脖子”的技术归根到底是
基础研究，这就需要更多科研力量参与其中。

在袁亚湘看来，青年科学家是科技创新的未来，
应该弘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精神，多鼓励青年科
学研究者，让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始终抱有好奇心，实
现在重大科学技术领域的突破与进步。

传承精神 勇于担当

作为“80后”青年科学家代表，郭少军与霍守亮
均表现出对老一辈科学家的敬意。

“在我科研生涯中，我的导师对我影响很深。”讲
到科学家精神，郭少军首先谈起 90多岁的导师，“虽
如此高龄，他依旧每天坚持工作至少12个小时，经常
凌晨才结束工作。”

受老一辈科学家的影响，郭少军让自己始终保持
长时间的科研工作。他认为，规律工作能够保证科学
研究的延续性。

“国家所需要的，就是我所要担当的。”刚毕业时，
霍守亮便参与到了环境基准研究的工作中，但当时该
项工作在国内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研究领域，工作难度
很大。但他没有害怕，而是从零开始，边学边做。

后来在新的项目中，遇到缺乏数据时，他便带着
学生用 3 年时间，收集 100 多个平台的基础数据；遇
到交叉学科时，他就踏踏实实学领域外的知识。

“科学研究就是这样，要一个一个问题地解决。”
面对困难，霍守亮始终没有选择退却，而是稳扎稳
打，实现突破。

据新华社电 记者彭韵佳 沐铁城

“嫦五”待发

11月17日，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和嫦娥五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总装测试工
作后，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11月下旬择机实施发射。

从嫦娥一号拍摄的全月球影像图，到嫦娥二号首次实现我国对小行星的飞跃探测，再到嫦娥三号成
功实现落月梦想、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揭开月球背面神秘面纱……我国一路走来的
探月之路，可谓精彩纷呈。按照国家航天局公布的计划，嫦娥五号探测器将实现中国首次月面自动采样
返回，助力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等科学研究。

图为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拍摄的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以科学家精神照亮创新路
——科学家代表谈新时代科技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