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奖金：开启新中国科技奖励先河 

崔雪芹 

14 年前的 2月 19 日，82 岁高龄的吴文俊院士从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 高科

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兴趣广泛、童心未泯的数学家再次为世人瞩目。 

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58 年前，38 岁的吴文俊就因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

钱学森一起荣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一等奖，并获得 1 万元奖金。 

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相当于当时全国的“ 高科技奖”，并于后来被追认为国家自然

科学奖。1957 年，吴文俊还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年龄 小的学部委员。 

当时的 1 万元可谓“数目可观”：相当于科技人员年平均工资 22 倍多，相当于科学院

一级研究员近 3 年、助理研究员近 10 年的工资。 

吴文俊后来感言：“这使我惭愧。即使我在拓扑学方面还有过些微贡献，但因之而获

得奖励，却主要还是因为党和政府对于科学工作十分重视的缘故。” 

吴文俊当时尚未意识到，他是新中国科技奖励制度开先河的第一批享誉者。 

学术奖励源于向苏联学习 

中科院科学奖金的设立，与当时的国内形势紧密相关。 

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金海研究员与记者一同重温了那段历史。 

1953 年 2 月，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科学院派出访苏代表团。代表

团实地考察后认为，苏联和苏联科学院注重培养健康的学术风气，而实施学术奖励是培养这

种风气的重要方法之一。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设有 62 种以著名学者命名的奖金，其学部和研

究所每年都有评奖。 

6 月 20 日，访苏代表团团长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第 17 次院务常务会议上报告指出：苏

联培养科学干部不仅依靠研究生院和博士生院，还依靠学术奖励。苏联的学术奖励制度对于

推动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为国家培养科学干部的需求非常迫切，这也成为科学院工作的当务之急。1954

年 1 月 28 日，郭沫若在政务院政务会议上汇报工作时强调：“培养出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



科学干部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必须从实际出发，结合苏联经验，制订切实可行的制度

与办法。” 

郭沫若所说的“制度与办法”，即指研究生条例和学术奖励办法。后者 终定型为《中

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 

1954 年 1 月，科学院在年工作计划中明确规定，建立学术奖励制度，并对新中国成立

后的科学著作进行评奖、授奖。 

1955 年 8 月 31 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标志着新中国

科技奖励制度诞生。 

评奖之初也有龃龉 

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科学奖金制度在评选过程中难免出现了诸多意想不到的因素。 

起初，推荐工作并不顺利。1955 年 11 月，奖励条例颁布 3个月过去了，中科院却没有

收到一家单位递交的推荐材料。 

个中原因，在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致中科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的信中颇有体

现：“近来农学院有一件有趣事，即我院科学奖金条例公布后，一般都不甚重视。主要原因

以为奖金名额仅二十至三十，全国有二百大学，我院有四十余机构，业务机关又有数十研究

所。一般老教师还不甚了解社会主义时代之竞赛意义，‘爱惜羽毛’，不肯尝试。一般青年

教师又以为我院征求格高，不敢尝试。”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院转而向国务院寻求帮助。1955 年 12 月 13 日，国务院发出科学

院代拟的《关于迅速推荐一九五六年度科学研究工作或科学著作奖金问题的通知》。随后才

有许多单位向科学院索要相关材料。12 月下旬起，科学院开始陆续收到一些单位的推荐材

料。 

另外，初次评奖原本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但由于意见颇有分歧以及很难遴选出

较为优秀的著作等因素，作为当时中科院 4 个学部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中途决定，暂不向

科学奖金委员会推荐评奖。因而，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 终只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三个学部

进行推荐评奖。 

郭金海介绍，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先由各学部评选，然后由科学奖金委员会审核，

后由院务常务会议通过。各学部评选时，采用了同行专家“三审定案”制，也成为这次科



学评奖的一大亮点。“三审定案”制，就是各学部先根据参评著作的性质聘请学部委员和有

关专家进行初审；然后进行复审，并在学部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进行试选； 后由学部扩

大常委会作出正式评价，并进行无记名投票，以决定得奖著作及等级。 

第一次评奖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即专门为归国的钱学森进行了补评。 

1956 年 11 月 30 日，科学院召开第 33 次院务常务会议，向聂荣臻等汇报科学奖金的评

奖工作。在听取科学院的报告后，聂荣臻认为：这次评奖未评选中国科学家在国外发表的科

学著作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这对于争取留学生归国和发挥归国留学生的积极性将会产生不良

影响。 

在当时新归国的科学家中，钱学森无疑是成就 为突出的一个。于是，科学院于 12 月

1 日专门召开临时院务会议，讨论上述问题。这也导致所有评奖结果被推迟两周公布。 

此后不久，三个学部分别召开扩大常委会或常委会进行补评。补评结果公布，钱学森

荣获一等奖，吴仲华改获二等奖，李敏华、黄昆、柯俊、汪闻韶均获三等奖。 

此外，评奖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至今让人回味的事情。例如，李四光因为自己是科学

奖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主动退出评奖，斯行健则对自己获得三等奖的结果并不满意，拒绝

接受,认为这“对他不是奖励，而是打击，不必再考虑”。郭金海认为，这些花絮，均成为

印证那段难忘历史的有趣片段。 

促进向科技大进军 

1957 年 1 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公布了第一次科学奖金的评奖结果。 

1 月 25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结果，并发表了题为《我国的第

一次科学奖金》的社论。社论指出：通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奖励制度，“检阅我国科学技术

方面的成就，奖励先进，鼓舞后起，更好地促进向科学技术的大进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 。 

这次获奖著作有 34 件，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 14 个学科，这些学科大多在 20 世纪上半

叶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 

“从获奖者所在单位看，由中国科学院的人员完成的多达 23 件，占获奖著作的 67.6%，

这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的 7 年间，科学院取得的重要科研成就要比高校和产业部门显著。”

郭金海分析说。 



从获奖者的年龄看，3 位一等奖得主都不到 50 岁；获二等奖的 5 位主要科学家，仅苏

步青超过 50 岁。主要获奖者中，年龄 小的胡海昌仅 29 岁。这说明科学奖金的评奖，以著

作本身的水平进行衡量，对于资历或声誉很高的科学家和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工作者都一视

同仁。 

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不仅是对 1949 年后中国科技成就的检阅，而且为日后中国科技奖

励的评奖树立了一个典范。尽管这次评奖也存在少数应当入选的论著未能入选的不足，科学

界不无批评意见，但这是任何评奖都难以避免的。 

与此同时，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和生物学地学部通过这次评奖，都提出了改善评奖办法

的良好建议，从而为科学院日后完善科学奖励制度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而令人遗憾的是，“反右”运动以后，科学奖金被当作资产阶级名利思想遭到了批判。

因而，1957 年后改为每 4 年颁发一次的科学院科学奖金的评奖工作在首次奖金颁发后即告

中断。直至 1982 年，这种全国性的科学奖金的评奖才得以恢复。这时，科学院作为组织者

的角色已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代替，奖金的名称也改为“全国自然科学奖金”。 

在“文革”结束以前，除科学奖金评奖工作中断之外，《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暂行奖励

办法》在 1957 年便停止执行了；在中国科学院与科学奖励制度一并建立的研究生制度，在

六七十年代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名存实亡；科学院新院章的起草工作于 1957 年开始后在当

年年底即被搁置下来。这意味着科学奖金评奖工作的中断并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 

“1957 年起至 1976 年，科学院多项改革趑趄不前或不幸夭折，与‘反右’‘大跃进’

‘文革’等相继发生的政治运动有着直接的关联。”郭金海认为，其他更具体的原因，还有

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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