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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6月 11日电 （记者刘晓
莹）2014年度陈嘉庚科学奖及陈嘉庚青年科

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 11 日在北京颁奖。6

个项目 8 位获奖者摘得陈嘉庚科学奖，5 位

青年才俊分享了陈嘉庚青年科学奖；资深水

利水电工程专家钱正英获光华工程科技奖

成就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女院士，15

位专家获得光华工程科技奖工程奖，13位青

年专家获光华工程科技奖青年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

延东，中国科学院院长、陈嘉庚科学奖基金

会理事长白春礼，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等出

席颁奖仪式，共同为获奖科学家颁奖。

刘延东高度赞扬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

工作者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

展、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作出的卓越贡献，

希望他们科学报国、勇攀高峰、创新创造、再

立新功。

刘延东强调，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战

略，对科技工作赋予了新使命、新要求。要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的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把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与

市场高效配置资源作用紧密结合，打通科技

与经济之间转移转化通道，强化产业链、创

新链、资金链融合。构建协同创新机制，完

善科技人员培养、使用和激励机制，提高项

目、经费管理科学化水平，为科技创新提供

制度保障。要瞄准科学前沿加强基础研究

和战略高技术研究。要坚持完善中国特色

院士制度，更好发挥两院国家高端思想库和

院士引领推动创新、明德楷模的作用，激发

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合力。

2014年度陈嘉庚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颁奖

科技日报多伦多6月 11日电 （记者冯卫东）加拿

大研究人员设计并测试了一种新型固态、稳定的光敏

纳米粒子——胶体量子点技术，该技术或将用于开发

更为廉价、柔性的太阳能电池及更好的气体感应器、红

外激光器、红外发光二极管。此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最

新一期《自然·材料》上。

胶体量子点基于两种类型的半导体收集阳光：N型

（富电子）和P型（乏电子）。但N型半导体材料暴露于空

气中时，会与氧原子结合，失去其电子，转变成P型材料。

论文第一作者、多伦多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

博士后宁志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其研究

小组开发的新型胶体量子点技术，可使 N 型材料在暴

露于空气中时，不与氧结合。同时维持稳定的 N 型和 P

型层，不仅能提高光的吸收效率，还打开了同时获得光

捕获和电传导最佳性能的新型光电器件的大门，这也

意味着可利用新技术开发出更复杂的气象卫星、遥控

设备、卫星通信或污染检测仪。

宁志军称，这仅是此项材料创新研究的第一步，利

用这种新材料可构建出新的器件结构。与普通硅材料

电池相比，胶体量子点材料可在低温下合成，耗能低且

工艺简单。这种溶液可处理的无机材料增强了电池的

稳定性和便携性。研究发现，碘是兼备高效和空气稳

定性的量子点太阳能电池的完美配体。

由于吸收光谱可达红外区域，这种 N-P 混合型新

材料可吸收更多光能，从而使太阳能转换效率最高可

达 8％。改进性能还仅是这种新型量子点太阳能电池

结构的开始，未来这些功能强劲的量子点可与油墨混

合，喷涂或印刷到轻薄、柔软的屋面瓦表面，从而大大

降低太阳能电力的成本，造福普通民众。

宁志军介绍，胶体量子点太阳能光伏技术在最近10

年里已取得飞速发展，太阳能转换效率已从最初的0.1%

提高到实验室条件下的10%左右。但要实现该技术的商

业化，还需持续改进其绝对性能，或电力转换效率。

8%，比起现在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动辄 20%以上的

转换效率来说似乎不值一提，但这种比较意义并不

大，就像让一 个 婴 儿 和 一 个 中 年 人 去 掰 手 腕 一 样 。

要知道，两年前胶体量子点电池的转换效率才 4.2%，

现在是近一倍的增长；而硅基电池在无数研究机构

的关注下要提高 1%都已非常困难。更何况胶体量子

点电池的理论转化效率可达 42%，硅基电池才 31%。

这绝对是一项蒸

蒸 日 上 的 技 术 ，

但 要 商 业 化 ，效

率 需 先 提 高 到

10% 以 上 ，才 能

与其他新型材料

展开竞争。

新型光敏纳米粒子可同时获得光电最佳性能
太阳能转换效率最高可达8％

“这是一份实事求是而且操作性较强的文件。”中

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开

门见山。在她看来，《意见》从统筹协调、分类管理、项

目流程、经费管理、加强监管和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

对科技人员及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各类计划林立缘于“政出多门”

2013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 11906 亿元，其

中企业研发支出占 76%以上。全社会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2013 年达到 2.09％。与此同时，

中央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从 2006 年的 774 亿元，增至

2013年的 2460亿元，年均增长率约 18％。

科技投入总量和强度的大幅提高，为我国科技事

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但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方面

也存在一些为社会各界诟病的问题：各类科技计划、专

项林立，重复交叉严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管理

不够科学透明，资金使用存在违规违纪现象……

“导致资源分散、重复、低效和条块分割的症结在

于‘政出多门’，科技工作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国家

层面设立的科技计划太多，而且这些计划都是‘横切’，

并非按照产业和行业的发展进行立项攻关。”方新以基

础研究领域为例说，国家设立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

门管理和支持基础研究，973计划也在关注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难免会造成重大项目的交叉重复。

我国 863 计划、973 计划和以自然科学基金等为主

的科技计划体系，在过去 30 年改革中逐步形成。方新

认为“它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经费

投入太少，863计划在当时稳定了从事高技术研究开发

的工作和人才队伍。“但是走到今天，这样的计划体系

是不是需要做相应调整？这需要思考。”

统筹协调打破机制束缚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对当前科研项目和资金管

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多头申报、重复支持，科研项

目和资金管理信息不够公开透明等方面，都提出了针

对性的解决措施。

“《意见》的亮点之一就是科技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

其中建立健全统筹协调与决策机制，是解决科技资源重

复分散、碎片化问题的关键之一。”方新告诉记者，各部门

对每年度的方案要做综合平衡，这就从计划源头上减少

项目的重复交叉，同时新设的计划要有动态评估和终止，

并且要上报国务院批准。这意味着，要按照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的功能定位，对“定位不清、重复交叉、实施效

果不好的项目，通过撤、并、转等方式进行调整和优化”。

作为实现科技资源统筹协调、优化配置的重要手

段，《意见》要求，到 2014年底要基本建成中央财政科研

项目数据库；2015 年底基本实现与地方科研项目数据

资源互联互通。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

信息共享，将为宏观统筹和项目查重提供技术支撑。

“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建成后，每个计划支持

什么项目，这些项目出了什么成果，这都是公开可查的。”方

新说，公开是公平的前提，“这是机制上挺大的一个突破”。

围绕产业链配置科技资源

采访中，方新一再表示《意见》“实事求是”——不

管是针对性较强的改革措施，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都实事求是。 （下转第三版）

打破科研资源条块分割的枷锁
——专家解读《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一）

本报记者 刘 垠

科技日报北京6月11日电 （记者李大庆）在 11 日

举行的中国工程院第 12 次院士大会上，与会院士投票

通过了关于《中国工程院章程》的修订案。新通过的章

程，在院士候选人的遴选办法、院士劝退问题上有了新

的规定。

章程第八条在修订后表述为：院士候选人可通过

以下两种途径提名：1.本院院士直接提名候选人；2.中

国工程院委托有关学术团体，按规定程序推荐并经遴

选，提名候选人。与原来相比，一是删除了“每位院士

提名候选人数不得超过两名”的规定，二是取消了国务

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

遴选途径。工程院主席团认为，这样做是根据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开

幕式上的讲话精神，坚持和突出院士增选的学术导向，

减少选举中不必要的行政干扰。

在章程的第九条里增加了新内容，以往在增选院

士时，各学部选完后经主席团审议并确定即可，现在增

加了一个环节，即还要提交给全院全体应投票院士进

行投票终选。只有过半数的候选人才能当选。工程院

主席团认为，增加全体院士终选投票，有利于更充分地

行使院士民主权利，有利于提高当选院士的认可度，也

有利于加强对交叉学科候选人的把关。并且全体院士

终选投票也是世界各国工程院和科学院的通行做法。

章程的第十一条，增加了“院士的个人行为违反科

学道德或品行不端，严重影响院士群体和工程院声誉，

应劝其放弃院士称号”的规定，同时删除章程中关于劝

退和撤销院士称号相关程序的具体表述。主席团强

调，劝退和撤销院士称号的具体程序，将在深入研究之

后，在相关规定中加以细化和明确。

院士违反科学道德将被取消称号
《中国工程院章程》修订

宁志军博士展示喷涂了胶体量子点的薄膜实验样品。

编者按 财政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近年来饱受关注，2014年 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
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作为未来一个时期指导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意
见》适用于中央民口所有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科技日报记者就《意见》涉及的热点话题采访相关专家，
聆听各方声音和反响，形成系列报道，今日起陆续刊登，敬请关注。

塑料光纤替代铜芯线缆是通讯业发展的一场革命性升级。位于安徽铜陵狮子山区的安徽中熹通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近年来与科研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突破技术
瓶颈，形成通信级塑料光纤规模化生产。今年1至5月，该公司共生产通信级塑料光纤3万多公里。

左图 6月11日，工人在生产双芯塑料光纤。右图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检验塑料光纤熔点和耐热性。 新华社发（过仕宁 摄）

6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第 17

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 12

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开幕。国家

主席习近平面对 1000多名两院

院士的到来，用“群英荟萃，群

贤毕至”来形容，并称这个群体

是“我国科学技术界、工程科技

界 的 杰 出 代 表 ，是 国 家 的 财

富”。而产生这一群体的机构

便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工

程院。

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是由

中 科 院 学 部 委 员 制 度 发 展 而

来 。 中 科 院 学 部 成 立 于 1955

年，到 1993 年，经国务院批准，

中科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

院院士。1994 年，中国工程院

成立，从此院士家族里又增添

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士群体是我国科技界的

典范，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两组数据足以说明这个

群体的光辉灿烂：23位“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基本都是

院士；24 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

得者也都是院士。两院院士是

我国重大科技成果的贡献者。

由于他们的杰出贡献，国

家 授 予 他 们 院 士 称 号 。 在 院

士群体里，他们依然积极为国

分忧，充分发挥着国家科学思

想 库 和 国 家 工 程 科 技 思 想 库

的作用，充当国家决策的智囊

团。1981 年 5 月，89 名学部委

员 联 名 建 议 设 立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学 基 金 以 资 助 面 向 全 国 的

基础性研究，进而推动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

1986 年 3 月，王大珩等 4 名学

部委员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

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推动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

计划纲要”（863 计划）的实施；

1999 年，中国工程院启动了“中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水 资 源 战 略 研

究”项目，由钱正英院士牵头开

展系列水资源及区域开发战略

咨询，为党和政府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智力

支持。两院围绕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和工

程科技问题而组织战略性、前

瞻性的咨询研究，取得了一大

批重要成果，形成了许多政策

建议，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受到党中央、

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许 多 人 都 曾 为 一 个 叫 林 俊 德 的 院 士 而 落 泪 。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唯一一个参加了我国全部

核试验任务的研究人员。2012 年 5 月 26 日，林俊德

癌症病情突然恶化。由于担心手术和化疗影响工

作，他坚决拒绝了手术。为了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

技术思路留给后人，林院士与死神展开了争分夺秒

的赛跑！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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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的山体、裸露的岩壁、流失的水土……这样满

目疮痍的景象在我国丘陵山区随处可见。随着经济对

矿产资源需求的迅速增加，以及道路交通事业的迅猛

发展，开山取矿后的植被恢复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世

界性难题。

5月 31日，在第六届江苏省生态文明高层学术论坛

上，南林大副校长张金池教授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他领

导的团队采用喷播复绿的微生物菌群的方法，可以在裸

露的岩壁上快速、持久地恢复植被。这项技术不仅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并已在江苏、广东等地成功应用。

露天开采和道路建设造成的破坏山体，岩壁裸露，植

被很难自然恢复。目前常用的植被恢复方式是快速喷播

覆绿技术，就是在岩壁上喷洒 10厘米左右的土壤、保水

剂和植物种子。但由于土壤与岩壁是截然不同的“两

家”，种子在土壤上发芽后，碰到连日干旱天气，将在土壤

与岩壁间形成缝隙，加速土壤水分损失，致使植物因缺水

而被旱死，无法实现裸露岩壁快速覆绿的长期维持。

为解决土壤与岩壁的融合性问题，首先要保障土

壤与岩壁间“成为一家”。张金池带领的研究团队经

过近 10 年的努力，在喷播土壤中添加能够加速岩石溶

蚀的土壤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犹如“媒人”，“来往”于

土壤层和岩壁层。“媒人”通过分泌酸性物质，加速岩

石的成土过程，使喷播土壤和岩壁这俩“邻居”通过微

生物间的相互融合，短期内结为“一家人”，共同滋润

植物种子，使其健康成长。由于融合性好，土壤水分

得到有效供给，即使连日干旱，“一家人”都能联合应

对各种天气。 （下转第三版）

微生物“做媒”让破坏的山体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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