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探索奖

 高校院所沟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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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国内：基础研究需要加大投入

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

腾讯：希望带动更多企业支持基础科研



发起人

* 以上排列不分先后

陈十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程泰宁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杨振宁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李培根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

高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何华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中国科协副主席

毛淑德
清华大学天文系主任

潘建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

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

饶毅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北京脑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谢晓亮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医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

张益唐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

谢克昌

施一公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西湖大学校长

马化腾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腾讯基金会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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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监委

姓名 简介 照片

徐匡迪

中国工程院院士

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

王志珍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

徐冠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

科学技术部原部长

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院士

浙江大学原校长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组长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许智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大学原校长

姓名 简介 照片

钱颖一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

西湖大学校董会主席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李孝如
金杜律师事务所全球首席运营（COO）

国际管理委员会（IMC）成员

葛明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前董事长

中国并购公会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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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包括但不限于同单位、师生、亲属、项目或论
文合作（项目结束、论文发表未超过5年）、商
业合作、竞争、提名、推荐关系等。

回避

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勇闯科学“无人区”。
探索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的长效机制。

初心

由科学家主导的奖项，由科学家说了算。
坚持公益属性，不求商业回报，做到长期运营。

原则

直接资助“探索期”青年科技工作者，
面向未来、奖励潜力、鼓励探索。

宗旨



奖励对象

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从事

全职科研工作的、45周岁及

以下的青年科学家。

奖励领域

• 基础科学：数学物理学、生命科

学、天文和地学、化学新材料。

• 前沿技术：信息电子、能源环

保、先进制造、交通建筑、前沿

交叉。

奖励人数

• 每年不超过50人；

• 每个领域5-6人；

• 新星机制，确保5个名

额给到35岁以下候选

人。

奖励金额

• 每人300万元，分5年连续

资助，每年60万元。

• 奖金自由支配。

• 腾讯基金会投入10亿元作为奖项的启动资金。

• 国内首个由互联网企业参与设立的大型科技公益项目。

8

奖励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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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

约2500人申报，产生100位获奖人，申报人与获奖人比例约为 25:1

前沿交叉 生命科学 信息电子 能源环保 化学新材料 天文和地学 数学物理学 交通建筑 先进制造

300+

200+ 200+

100+ 100+

300+ 300+ 300+

200+



评审（2020）

1月 启动申报

— 1200+人

5月 初筛 评委

—1100+人

6月 初审 同行专家

— 600+人

7月 复审 评委

— 200+人

8月 终审 评委

— 100+人

10

评审标准：独立性、创造性、变革性、可行性 评审机制：断开式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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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两年来获得科学界的广泛支持，有800多位国内两院院士，100多位美、

英、法、德等国院士，13位诺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得主参与奖项不同

阶段的工作。

现有约100位评委，70%是两院院士或发达国家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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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概况
申报渠道

提名 43人

报名 7人

2019年 2020年

提名36人

报名 14人

男性 46人

女性 4人

2019年

男女比例

男性 45人

女性 5人

2020年

35岁及以下 6人

40岁及以下 24人

35岁及以下 9人

40岁及以下 25人

年龄分布

2019年 2020年

13人曾于去
年入围终审

二次申报

25人曾于
去年申报

2020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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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人分布

2019

获奖人来自26家机构

2020

获奖人来自34家机构

2019

17个城市，增加西安、太原、宁波、徐州、香港

港澳地区有59人申报，占总数5%

单位分布

2020

地域分布

13个城市，北京占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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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申报安排

一、申报期限

 2021年1月1日至4月15日。

二、申报条件

（一）1975年1月1日（含）出生。

（二）获得博士学位。

（三）在中国内地或港澳地区从事全职科研工作。

（四）由3位正高级职称（教授、研究员、教授级高工等）同行专家推荐。被提名者只再需2人推荐。

三、申报流程

（一）提名：由提名人发起，并提供两位推荐人信息。推荐人需在4月30日前提交推荐信。

（二）报名：申报人需在4月15日前完成申报，并提供三位推荐人信息。推荐人需在4月30日前提交推荐信。

四、申报内容

（一）基本信息及未来五年工作计划。

（二）学术成就，包括已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已获得的学术荣誉等。

（三）保密要求，不能涉及任何国家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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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

基础数学

应用与计算数学

凝聚态物理

原子分子光物理与量子信息

等离子体高能物理与核物理

其他

数学物理学

微生物与免疫

植物学、动物学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和认知心理

细胞生物学及发育生物学

遗传学

生态学

农业科学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药物学

其他

生命科学

天文技术和方法

星系和宇宙学

恒星与星际介质

太阳系和系外行星

大气与海洋科学

地球物理、空间物理与大地测量学

地理学、土壤学和遥感科学

地球化学、环境地球科学

地质学

其他

天文和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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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

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高分子化学

分析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

纳米材料

理论化学

其他材料科学

其他

化学新材料

电子系统

通信

自动控制

光电子与光学

信息安全

电磁场与雷达

微电子

计算机

软件人工智能和信号处理

仿真与虚拟现实及仪表

其他

信息电子

运载及加工

微纳及精密加工

机器人

机械控制等

机械设计

材料精密机械

普通机械制造

其他

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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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

交通工程

运载装备

智能运输

规划建筑与生态景观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

工程结构与建造

其他

交通建筑

环境科学

能源化工

电力与新能源

能源动力

能源材料化学

其他

能源环保 前沿交叉

前8个学科细分领域的两两矩阵式交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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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一、申报启动通知

 （一）通过官网、公众号、邮件、社交媒体等发出申报通知，鼓励申报。

 （二）针对重点人群特定宣传。

二、提名人库建设

  目前已初具规模,拟邀请各机构继续补充、更新。

三、宣讲安排

  春节后，将赴部分地区宣讲。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