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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

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务院决定，

对为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国防现

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组织

给予奖励。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经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和科技部审核，国务院批

准，授予“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国家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授予“髓系白血病发病机制和新型

靶向治疗研究”等 41项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授予“硅衬底高光效 GaN 基蓝色发光二

极管”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授予“农产品黄

曲霉毒素靶向抗体创制与高灵敏检测技术”等

65 项成果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授予“高效

环保芳烃成套技术开发及应用”等 3 项成果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授予“5000 万吨级

特低渗透－致密油气田勘探开发与重大理论技

术创新”等 17项成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奖，授予“高产稳产棉花品种鲁棉研 28 号选育

与应用”等 167 项成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授予杨克里斯特·杨森教授等 7名外国专

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向全体获奖者学

习，继续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自主创新道路，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6年1月1日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国务院关于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据新华社北京1月 8日电 （记者杨维汉
吴晶晶）中共中央、国务院 8 日上午在北京隆

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

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大

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张高丽主持大会。

上午 10 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

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向获得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

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并

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获奖

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

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向参与和支持中

国科技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指出，过去一年是我国发展克服

多重困难和挑战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也是

科技界喜报频传的一年。我国多名科学家在

国际科技大奖中折桂，因对青蒿素研究成果

有重大贡献，曾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国家

发明奖、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等多个奖项的

屠呦呦成为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

家。中国科学家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

贡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化，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中国

科技创新成就令世界瞩目，全国人民倍感振

奋和自豪。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

胜阶段，经济结构性改革处在关键时期，必须

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用创新的翅膀使中国经

济飞向新高度。（讲话全文另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

丽在主持大会时说，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

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

获奖者为榜样，继续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

的科学精神，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

业中，带动全社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发挥科技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推动

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努力创

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我们要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

延东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 2015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决定全文另发）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项目“多光

子纠缠及干涉度量”第一完成人、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代表

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

大家合影留念。

出席大会的领导同志还有：刘奇葆、许其

亮、赵乐际、栗战书、杨晶、陈竺、万钢。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有关方面负责同

志，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和首都科技界代表等共约

3300人出席大会。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奖 295 项

成果和 7 位外籍科技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奖

42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1 项；国家技

术发明奖 66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65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87 项，其中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17 项、二等奖 167 项；授予 7 名外

籍科技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嘉奖科技功臣
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李克强讲话 刘云山出席 张高丽主持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奖代表颁奖。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表彰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

科技工作者。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党

和国家领导同志，向获奖代表颁了奖。在此，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

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

敬意和诚挚问候！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

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发展克服多重

困难和挑战、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也是科技

界喜报频传的一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展示了

一批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一批自主创新成

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C919 大型客机总装下

线，“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成果列国

际物理学领域十大“年度突破”榜首，我国多

名科学家在国际科技大奖中折桂，因对青蒿

素研究成果有重大贡献，曾获国家重大科技

成果奖、国家发明奖、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等

多个奖项的屠呦呦成为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

奖的科学家。中国科学家为人类科学事业作

出了卓越贡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

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了社会的创新潜

能。中国科技创新成就令世界瞩目，全国人

民倍感振奋和自豪！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经济结构性

改革处在关键时期。要使我国发展从过度依

赖自然资源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不断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

中高端水平，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紧紧依靠结构性改革和科技创

新，推动新动能加快成长、化蛹成蝶，促进传

统动能改造提升、凤凰涅槃，用创新的翅膀使

中国经济飞向新高度！

我们要培育发展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

动能。一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越强、掌握的

核心关键技术越多，未来的发展后劲和空间

就越大。我们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瞄准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战略必争领

域前瞻部署，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的衔接融合，形成全链条、一体化的创新

布局。为此，要实施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项

目，建设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验

室和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打造一批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力争取得重大颠覆性创

新和群体性技术突破，推动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加速成长，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

引领型发展。同时，要更多利用市场机制化

解 过 剩 产 能 ，在 传 统 产 业 广 泛 开 展“ 互 联

网＋”行动，推动制造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引

导企业创新品种、提升品质、打造品牌，让

“老产业”焕发出“新活力”。

我们要用好用活科技人才，释放创新潜

能。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只有把

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创新

成果才会源源不断涌现。要加快改革科技成

果产权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转化机制，激发

科技人员持久的创新动力。要加快改革科研

项目管理机制，砍掉繁文缛节，让科技人员把

更多精力用到研究上。 （下转第二版）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李 克 强 的 讲 话
（2016年 1月 8日）

新华社北京 1月 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8 日会见获得

2015 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的瑞典生物分离科学家杨克里斯特·杨

森、美国有机化学家彼得·史唐、美国医学病

毒学专家维尔特·伊恩·利普金、意大利物理

学家卡洛·鲁比亚、日本科技管理专家冲村

宪树、荷兰口腔公共卫生学专家约翰尼斯·
弗兰肯，并向他们颁发奖章。

刘延东代表中国政府向获奖者表示祝

贺，感谢他们长期致力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

作、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刘延东指出，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粮食

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与风险，迫切

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她强调，科

学无国界，中外科学家要拓展合作领域、加

强协同攻关，为推动科技事业进步、增进全

人类福祉作出新贡献。刘延东表示，中国将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推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发展新引擎，奋力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中国政府将

进一步扩大科技开放合作，积极引进海外高

层次人才，为各国专家来华创新创业提供更

好条件。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和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从 1995 年至今，共有 101 位外国专家和

2 个国际组织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

技术合作奖。

刘延东会见获国际科技合作奖外国专家时表示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进步

科技日报北京1月 8日电 （记者陈磊
张盖伦）8 日，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

晓，备受关注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继

2004年之后，再一次出现空缺。

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后增设的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已是我国目前级别最高

的科学技术奖励。它的设置，突破了以往国家

只授予项目奖而不授予个人奖的限制。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

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

越建树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在科学技

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

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

学技术工作者。授予人数每年不超过两

名，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颁奖。

“这就意味着，选出两人、一人，或者空

缺，都符合条例规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国家最高科技奖空缺是符合条例规定

的正常现象，也体现了该奖项要求高、遵循

“宁缺毋滥”的原则。

回溯历史沿革，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

2000年首次评审以来，除2004年和2015年空

缺外，2002 年、2006 年、2014 年也是 1 人获

奖。从2000年至今，已有25位科学家从国家

最高领导人手中接到这沉甸甸的荣誉证书。

国家最高科技奖再度空缺

科技日报北京1月8日电（记者唐婷）
“青年人才成为引领‘双创’的主力军，自然

奖和发明奖完成人中，70后超过一半，自然

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潘建伟年仅 45 岁，刷

新了 2006 年支志明 49 岁获自然奖一等奖

的纪录。”8日，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副

主任陈志敏在介绍 2015年度国家科技奖获

奖项目特点时透露，获奖项目主要完成人

的平均年龄为 47.6 岁，第一完成人的平均

年龄为 54.3岁。 （下转第三版）

自然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年仅45 刷新纪录

科技日报北京1月8日电（记者唐婷）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8 日召

开，由潘建伟院士领衔的“多光子纠缠及干

涉度量”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

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志敏指出，

自然奖连续三年产生一等奖，意味着我国

重大原创科学成果接连产出，基础研究发

展势头喜人。

潘建伟率领的团队，长期从事量子力

学基础问题实验检验，系统地发展了多光

子纠缠干涉度量学，并把在基础量子物理

实验中发展起来的多光子纠缠和干涉技术

创新性地应用于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多

个研究方向，取得了广域量子通信和光学

量子信息处理等领域的系统性关键突破，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原始创

新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将量子保密通信技

术带入现实应用，为我国在新兴的量子信

息产业抢占先机、成为领跑者奠定了坚实

的科学基础。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陈赛娟等人完成的“髓系白血病发病

机制和新型靶向治疗研究”获得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该项目通过外显子组测序、核

型分析和基因定位克隆等技术，发现了一

批新的白血病生物分子标志和药物靶标，

为应用联合靶向治疗方法成功治愈急性早

幼粒细胞白血病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自然奖连续三年产生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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