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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快会出现更多诺奖得主吗？＊

周忠和＊＊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 本文根据作者署名的英文文章修改。原文来源：Ｃｈｉｎａｓ“ｂｉｔｔｅｒｓｗｅｅｔ”Ｎｏｂｅｌ　Ｐｒｉｚｅ　ｄｒｅａｍ．Ｎａｔｌ　Ｓｃｉ　Ｒｅｖ，２０１６，３：１（ｈｔｔｐ：／／ｎｓｒ．ｏ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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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２０１５年，屠呦呦凭借对抗疟药青蒿素的研发所

作出的贡献，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 贝 尔 科 学 类 奖 项

的中国公民。这项荣誉圆 了 数 代 中 国 人 的 诺 奖 梦。
然而，在兴奋不已的同时，科学界对中国当前科研圈

的担忧和批评也与日俱增，因为这 些 研 究 机 构 缺 乏

重大创新成果，也缺乏培养创新人才、发现并支持有

潜在科学突破的原创性 研 究 的 能 力。那 么，中 国 很

快会出现更多诺贝尔奖得主吗？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与在集体环境下工作相比，
中国科学家独自工作时的表现往往更为出色。但很

讽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而非个人

主义。将青蒿素作为抗疟药来研究起源于中国政府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组织的一个大型国家项目。该项

目涉及来自诸多研究机构的数百 名 研 究 人 员，其 中

十名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屠呦呦在列）得到了

官方认可。但屠呦呦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并没有获

得政府的足够认可（比如未入选中国科学 院 院 士），
这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生态系统不 健 康、未 能 赏 识 其

才华的证据。或许我们还 应 该 关 注 的 一 个 问 题 是：
诺贝尔奖如何能恰当表彰那些明确由三人以上的团

队所取得的突出科学成就？

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人数当然能很好地说明

一国的科技实力。中国会 出 现 更 多 的 诺 奖 得 主 吗？

这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以及如何 才 能 发 展 自 己 的

科研机构，这些机构要能培养足够多的、具备诺奖提

名水准的科学家。然而，诺 贝 尔 奖 只 不 过 是 科 学 家

个人穷其一生追求自己科学兴趣 和 目 标 的 副 产 品。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应该获 奖 的 科 学 家 从 未

被授予这样一个奖项。
公众往往忽略 的 一 个 事 实 是，诺 贝 尔 奖 仅 限 于

几个科学领域（即物理、化学和生 理 学 或 医 学）。但

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这三 大 学 科，出 现 了 很

多交叉学科和综合性领域。为了表彰这些领域的最

高成就，人们设立了各种奖项，如数学领域的菲尔兹

奖（Ｆｉｅｌｄｓ　Ｍｅｄａｌ），计算机科学 领 域 的 图 灵 奖（Ｔｕｒ－
ｉｎｇ　Ａｗａｒｄ），环境科学领域的泰勒奖（Ｔｙｌｅｒ　Ｐｒｉｚｅ），
专为天文学、数学、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设立的

克拉 福 德 奖（Ｃｒａｆｏｏｒｄ　Ｐｒｉｚｅ），以 及 天 体 物 理 学、纳

米科学和神经系统科学领域的卡弗里奖（Ｋａｖｌｉ　Ｐｒｉ－
ｚｅｓ）。这些更 新 的 奖 项 显 然 同 样 值 得 公 众 关 注，因

为它们对 当 前 科 学 领 域 的 覆 盖 面 比 诺 贝 尔 奖 更 为

广泛。
科学进步在中国普遍被看作与社会和经济效益

直接相关，但诺贝尔奖是为了奖励“对人类作出的最

大贡献”，其中包括对自然界的 根 本 性 认 识，而 这 种

认识并不一定会带来立竿见影的社会效益。随着中

国科学成果数量的增加和质量 的 提 升，我 们 可 以 断

言，将来会出现代表重要科学突破的研究成果，其中

一些成果值得获诺贝尔奖。但不管是否获得这些奖

项，中国科学都将向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前进，而诺

奖梦只是一个更宏大的梦想的 一 部 分，即 建 成 一 个

全体人民共享繁荣和公正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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