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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荃

首颁四个特等奖、高等级奖项首次

突破百项——昨天召开的上海市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上，四个重磅级项目同时摘

得特等奖，打破了自2012年设立特等奖

以来的授奖纪录。

上海市科技奖励中心表示，特等奖

评选始终坚持宁缺毋滥，每年授奖数量

一般在1-2项，甚至有两年出现过空缺，

今年首次颁出的四个特等奖依然是优中

选优的结果。

上海科技奖榜单被视为观察上海创

新趋势的风向标。10年来上海已颁出

16项特等奖，从2016年度首现“双黄蛋”

到2019年度第一次“三星同曜”，再到今

年的“四奖同台”，特等奖数量的一路进

阶见证着上海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的一步步攀登跨越。深入分析本

年度上海科技奖的获奖大数据，一系列

推动上海创新的积极信号和努力作为清

晰呈现。

导向之变：重奖基础研究
和原创发明

除了四个特等奖，含金量最高的自

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的一等奖数量本

年度双双首次突破20项。这背后不仅

是上海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不断强化，

也反映出科技评价作为创新指挥棒的导

向之变。

据了解，此次科技奖评审加大了对

基础研究和原创发明的奖励，自然科学

奖和技术发明奖的获奖数量分别比2020

年度增加了11项和14项；两大类奖项在

授 奖 项 目 中 的 占 比 分 别 达 18.5%和

15.5%，高于前5年12%和11%的均值。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支持

“从0到1”的探索，是上海极为重视的一

项“长线投资”。2021年，上海基础研究

投入达177.73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

（R&D经费）比重近10%，较5年前翻了

近一番。瞄准战略、前沿和市场导向的

基础研究，上海在全国首创“基础研究特

区”，为年轻人大胆“试错”提供长期稳定

支持。近几年，上海科学家在国际三大

顶尖学术期刊《细胞》《自然》《科学》

（CNS）上发表论文的数量稳定保持在全

国总数的1/3左右，一批标志性成果持续

涌现。

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022年度科技奖评审对评价指标进行了

修订，将科研成果与“四个面向”的结合

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打分指标。从评审结

果看，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发现、

重大原创性的技术发明、体现重大经济

社会价值的产业新方向、提升人民生命

健康水平的重大创新成果在高等级奖项

中得到充分体现。

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

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

上，不断向科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上

海10年颁出的16项特等奖中，3项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7项面向经济主战场，4

项面向国家重大需求，4项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有2个项目同时体现两个面向）。

曾经，上海在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名单上缺席18年。近五年，上海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数量沿着“8、11、12、15、

17”这一数字轨迹逐年攀升，今年首次突

破20项。越来越多“从0到1”正在上海

破土而出。

人才之兴：中青年崛起成
创新“顶流”

科技创新关键在人。兼顾经验传承

与创新活力的中青年人才，正成为上海

创新的“顶流”。

本年度获奖项目团队普遍呈现“领

军者四五十岁，科研主力三四十岁”的人

才结构。项目第一完成人七成以上处于

40-60岁；成果全部完成人中，30-50岁

的中青年占比超过80%，其中三四十岁

的年轻人最多，占比达42%，45岁以下的

中青年占比68%。

特别难得的是，8位35岁以下的年

轻人担纲起了项目第一完成人。其中，

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复旦大学先进材

料实验室副研究员彭端年仅34岁，年龄

最小的获奖人——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的冯楠只有31岁，妥妥一名90后。

身处创新C位，越来越多年轻面孔

站上科技领奖台。本年度10位上海市

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中，有两位

“一人独获两奖”。同为80后教授，华东

师范大学姜雪峰作为“硫元素的代言

人”，扎根科研，用心科普，由他编织的

“美妙的化学世界”摘得本年度科学技术

普及奖一等奖；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院长廖专实现胶囊内镜“中国智造”

并走向世界，由其领衔创建的慢性胰腺

炎诊疗“中国方案”荣获本年度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同样四十出头的中科院分子细胞科

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周斌，专注于器

官发育和再生过程中细胞起源和命运调

控机制研究，近年来有三项前沿基础成

果登上国际顶刊《科学》杂志。两年前，

他刚刚摘得2020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今年又站上青年科技杰出贡

献奖的领奖台。

曾被视作“终身成就奖”的科技功臣

奖，也不再是清一色的白发苍苍。今年

获奖的复旦大学赵东元院士刚满60岁，

依然保持着创新青年的活力。近几年获

评科技功臣奖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葛均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田禾院士获

奖时均不到60岁。中青年的创新“顶流

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格局之立：两个  %凸
显企业创新主体

303项获奖项目中，由企业牵头或参

与的项目达182项，占比达60%；“创纪

录”的103项高等级奖项（特等奖和一等

奖）中，62项镌刻着企业创新的身影，占

比超60%——今年科技奖榜单上的两个

60%，凸显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令人期

待的创新格局初步确立。

作为一种全球性趋势，越来越多创

新正在由产业界推动。为引导更多企业

深耕重大产业创新课题，此次科技奖评

审专门增设重点产业创新组，针对本市

企业牵头的三大先导产业领域的科技成

果单独设组、单独提名、单独评审，让真

正有价值的企业创新成果在激烈的竞争

中脱颖而出，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与高校、

科研院所同台PK论文。

最终，这一为投身重点产业企业定

制的特殊赛道上，走出了一项特等奖、两

项一等奖。其中，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项

目“300毫米硅片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

化”解决的就是我国集成电路领域“能否

生存、可否发展”的大问题。

鼓励“蚂蚁”与“大象”共舞，充分释

放企业创新的活力因子，上海正在打造

全球科技型初创企业最佳首选地。去

年，上海新增科技企业10.7万户，占全市

新设企业数的28.9%，日均新增294家科

技企业。

越来越多创业者看好科技，掌握核

心技术的创新企业不断涌现。2022年，

上海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2万家，同比增

长10%；全年新增155家科技小巨人（含

培育），累计超过2600家；科创板上市企

业中81家出自上海，数量位列全国第

二。创新驱动一座城的氛围日渐浓厚。

从“双黄蛋”“三星同曜”到首次“四奖同台”，上海  年颁出  项特等奖

从科技奖大数据看上海创新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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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东元：热爱挡不住，我愿一辈子“造孔”

五博士创业，摘下“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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