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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鼓励原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有了新变化
■本报记者 甘晓 实习生 李嘉茵

首次修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自 2025年 1月 1日起正式施行。为
鼓励原创性基础研究，《条例》第十七条明确指
出，基金管理机构可以对重大原创性、交叉学科
创新等项目制定专门的申请与评审规定。

如何评价此条对基金管理机构的授权规
定？项目遴选机制灵活性的增加，对科研人员
的研究工作有何积极影响？对提升我国基础研
究原始创新能力有何影响？近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组
织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

建立差异化、超常规资助机制

创新是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的灵魂。基础研究
领域由于其自身规律，经常会出现突破性大、挑
战性强、不为主流认同的原创性研究。但此类研
究由于具有探索性强、颠覆性强、风险性高等特
征，往往难以通过常规性评审机制获得资助。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胡明认为，依循原
创性研究的特点和鼓励源头创新的需求，《条例》
提出对原创性研究项目建立差异化、超常规的资
助机制，避免其与常规创新项目同轨竞争，保障
了科研人员基金资助的实质公平，体现新时代科
学基金鼓励探索、突出原创的资助导向。
“新《条例》对于鼓励科研人员大胆畅想、

超越限制、挑战未知，以及开展颠覆性创新、取
得革命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培育或产
出从无到有的引领性原创成果。”胡明强调。

同时，新修订的《条例》特别授权设置鼓励
原创资助机制，为探索与完善既统一又灵活的
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制度规则，提供了强大
动力和坚实保障。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张强体会
到，在现有评审机制下，重大原创性、交叉性项
目在获得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方面并不占优
势。“新修订的《条例》将有利于在实践中探索
对原始创新研究的有效资助模式，保障原始创
新项目申请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为“非共识项目”开绿灯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吕薇看来，
目前由于评价机制和风险规避型的专家遴选
机制等多种原因，自然科学基金的原创性项目
还不够多。“这次《条例》修订为探索非共识原
始创新项目遴选机制开了绿灯。”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提出，基金管理机构
可以对重大原创性、交叉学科创新等项目制定
专门的申请与评审规定。对此，专家建议，今后
实践中可以探索多种形式，如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提出的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建立专家
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
“在调研中，有专家向我们反映，原创性研

究通常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因此，建议在
这类项目的评价中，可以在选择研究方向和技
术路线上给予科学家较大的自主权，采取分阶
段评估、滚动支持的办法，逐步推进，培育原创
型科学研究。”吕薇说。

据了解，多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注重
对原创性研究的支持。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后
期，自然科学基金委就在政策层面关注到，以单
学科为基础、寻求专家共识的同行评议与学科交
叉研究及原创性研究的非共识性之间存在固有

的矛盾与冲突，因此鼓励各科学部探索学科交叉
研究和非共识原创性研究的资助机制。

2007年颁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明确了对通讯评审结果非共识的项目可以实
行会议评审专家署名推荐制，从制度上确立了
对非共识创新项目的认可与重视。

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通
讯评审中非共识项目一般综合评价不高，在时
间极为有限的会议评审中，专家主要集中研讨
经通讯评审达成共识的创新性研究项目，很难
有时间和精力审慎且全面地评价非共识项目
的原创性，因此最终经专家署名推荐而得到资
助的非共识项目少之又少。

“原创探索计划”获好评

事实上，如何遴选和支持重大原始创新研
究和学科交叉研究是世界各国科研资助机构
的共同难题。

对此，自然科学基金委于 2020年设立原
创探索计划项目（以下简称原创项目），采用
“自上而下”的指南引导和“自下而上”的专家
推荐两种申请模式。评审过程中引入预申请、
双盲评审等新的评审机制，遴选资助了一批富
有原创思想的项目，获得了申请人和评审专家
的广泛好评。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副部长杨凌春期待，
按照《条例》第十七条，自然科学基金委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制定专门的申请与评审办法，对具
有重大创新潜力的研究给予更多支持。“这样
的安排增加了项目遴选机制的灵活性，使得科
研人员能够更加自由地探索未知领域，进而提
升我国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

前述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新
《条例》的授权下，自然科学基金委还将借鉴国际
经验，根据我国科学发展需求，继续探索更加灵
活多样的机制，鼓励和支持非共识原创研究以及
孕育重大原创性研究的交叉学科创新研究。

激发青年人才创新动力

在专家看来，建立鼓励原创的资助机制有望
更好地激发青年科研人员的原创活力与动力。

胡明表示，青年科研人员因年龄小、资历
浅、头衔少，提出的质疑现状、违背常规、挑战
权威的原创思想往往不易得到重视。“新《条
例》单设鼓励原创资助机制，为激励青年科研
人员开展原创、前沿、交叉学科问题研究扫清
了制度上的束缚和障碍。”

杨凌春看到，原创项目对处于科研生涯早
期、尚不具备丰富研究资历，但原创思想活跃
的青年人才有很好的引导激励作用。

以北京大学为例，在获批原创项目的负责人
中，36~45岁年龄段的项目负责人总数最多，占
获批资助总数的 53.3%，这充分体现了原创项目
鼓励科研人员大胆畅想和潜心研究的设立初衷。

此外，《条例》第二条强调科学基金支持人
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并在第八条明确设立专项
基金支持青年人才。

对此，张强表示，本次《条例》修订明确自然
科学基金应当设立用于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专
项资金，在将过去的成功实践以条例形式予以明
确的同时，也向广大青年学者展示了自然科学基
金委坚定不移支持优秀青年人才的决心。

火星样本如何带回地球？NASA留给下一届政府决定

寰球眼

本报讯 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再次推迟决定如何将岩石从火星带回
地球。这项火星样本返回计划是几十年来最引
人注目的空间任务之一。

由于近年来估算成本不断增加，去年 4月，
NASA承诺将开发一种更便宜的火星样本返回
方法。在 1月 7日的任务更新中，该机构表示将
继续探索两种方案，一是使用经过充分测试的
NASA技术，二是依靠私营航空航天公司开发的
系统。但最终决定预计明年才能作出。

NASA航天器最早可能在 2031年发射，火
星样本回到地球的时间不早于 2035年。两种方
案的成本均为 60亿至 70亿美元，低于此前估计
的 110亿美元，但对于资金紧张的 NASA来说，
这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我很失望，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确的前进道
路。”美国西南研究院的行星地质学家 Victoria
Hamilton说，她领导了一个为NASA的火星探测
计划提供专业意见的小组。她指出，几十年来，火
星样本返回一直是美国行星科学的首要任务，科
学界热切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尽早开始。

亲自研究火星岩石将使科学家能够进行更
复杂的分析，但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将火
星样本送回地球。

NASA的目标是带回 30管火星岩石、灰尘和
空气，这是“毅力”号火星车在过去几年里从杰泽
罗陨石坑的各种地质环境中收集的。火星车穿越
了一个古老的河流三角洲，并于去年离开陨石坑，
进入一个未曾探索过的古老火星岩石区域。

NASA去年搁置了火星样本返回计划，同时
向企业和公众征求如何以不到 110亿美元的成
本实现这一计划的新想法。根据反馈，NASA局
长 Bill Nelson选择了两种方案。

这两种方案的思路基本相同———从地球发射
航天器，并将着陆器运送到“毅力”号火星车附近。

火星车将样品转移到着陆器上，后者使用小型火
箭将它们送入火星轨道。另一艘由欧洲空间局建
造和发射的航天器在那里捕获样本并带回地球。

但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着陆器如何到达火
星表面。其中一种候选方案是 NASA喷气推进
实验室开发的久经考验的“空中起重机”，它曾
在 2021年将“毅力”号降落到火星表面。另一种
方案是一个由大型火箭和着陆机制组成的系
统，但如何将着陆器运送到火星表面目前还不
得而知。可能的供应商包括美国蓝色起源公司
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在这两种方案下，该任务都比之前提议的
更便宜，因为将样本从火星表面运送到轨道的
火箭更小、运输成本更低。为了使着陆器更加坚
固，NASA建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能源保持其动
力和温度，而不是像最初计划的那样依赖太阳
能电池板。

Nelson说，是否资助火星样本返回任务以及
资助多少，将由美国国会和下一届政府决定。

（文乐乐）

研究发现月球 20亿年前存在微弱磁场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 实习生宋书扉）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朱日祥与该所副研究员蔡书慧等，
利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发现 20亿年前月球
仍存在较弱的“发电机磁场”。相关研究成果近
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于《科学进展》。

月球磁场能反映月球内部结构和热状态，
同时影响月表环境，因而研究月球磁场的变化
过程对理解月球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阿波罗任务返回的样品显示月球
可能曾存在“发电机磁场”，但这些古强度数
据主要集中在 30 亿年前，此后的数据多来
自曾受到强烈撞击影响的表土角砾岩，难以
准确反映月球磁场演化。

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风暴洋区域采集的
玄武岩样品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契机。这

批样品年龄约 20亿年，是迄今最年轻的月球
玄武岩返回样品，且受撞击改造程度较小。

研究团队针对月球样品稀有、磁信号弱
等特点，建立了适合地外微小、弱磁样品的
高精度、低损耗磁学方法研究体系。通过对 9
颗毫米级玄武岩岩屑样品的详细磁学分析，
发现月球 20 亿年前仍存在一个磁场强度为
2~4 微特斯拉的较弱“发电机磁场”，这表明
在月球演化中期，其深部仍有热对流活动，
并可能为月球火山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热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Benjamin P. Weiss
指出，这项研究证实月球“发电机磁场”可能至
少持续到月球演化中期，为认识月球磁场几何
形态提供了重要信息。

相关论文信息：

广东首个恐龙主题服务区
开门迎客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张
立希）恐龙科普展馆、恐龙主题休息
区、恐龙骨架和恐龙蛋复制品、11
仿真恐龙模型、恐龙脚印模型……1
月 16日，广东首个以恐龙为主题的
服务区———龙紫高速黄村服务区完
成升级改造，在春运期间正式开门
迎客。

黄村服务区地处素有“中华恐
龙之乡”美誉的广东河源，当地拥有
恐龙蛋化石、恐龙骨骼化石、恐龙脚
印化石“三位一体”恐龙遗迹资源。

当天，首个高速公路相关部门

与河源市博物馆合作共建的恐龙
文化专题展厅在服务区内向游人
开放。进入服务区，映入眼帘的便
是巨大的恐龙模型和模拟溶洞地
质结构的服务楼建筑外立面。
服务楼从外观到内部装饰，恐

龙元素无处不在，呈现出恐龙“主题
乐园”的整体设计风格。记者在现场
看到，不少游客被各种恐龙模型、各
类带有恐龙主题或风格设计的设施
吸引，纷纷“打卡”留影。

展馆现场。张立希 /摄

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
首次超过抽水蓄能

本报讯（记者陈欢欢）1月 15日，储能国际
峰会暨展览会 2025新闻发布会暨中关村储能
产业技术联盟（CNESA）DataLink 2024年度储
能数据发布活动在京举行。根据 CNESA-
DataLink全球储能数据库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4年底，我国电力储能累计装机首超百吉
瓦，达到 137.9吉瓦。新型储能装机规模首次超
过抽水蓄能，达到 78.3吉瓦 /184.2吉瓦时，功
率 /能量规模同比增长 126.5%/147.5%。
据介绍，中国 2024年新型储能新增投运

43.7吉瓦 /109.8吉瓦时，同比增长 103%/136%。
从区域分布看，新疆和内蒙古分列能量规模和
功率规模第一。新型储能招标市场规模持续增
长，2024年共有 528家企业发布储能系统招采
信息、1105家发布工程总承包招采信息，同比
分别增长 68%、115%。从产量看，2024 年 1至
10月，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储能型锂电池
产量超过 200吉瓦时；预计全年产量超过 300
吉瓦时。从产值规划看，新型储能作为经济增
长新引擎，在多个地方的产业规划中被重点提
及，以 2025年为时间节点的产值目标统计已

超过 3万亿元。从储能出海看，中国储能企业
2024年签约海外储能大单规模超 150吉瓦时，
出海企业中以电池类企业和光储类企业居多，
占比超 87%。从支持政策看，截至 2024年 12
月底，全国已累计发布 2470余项与储能直接
和间接相关的政策，其中 2024年 770项。从发
展规划看，各地“十四五”储能发展累计目标达
到 86.6吉瓦，远超国家 40吉瓦的目标水平，截
至 2024年底，8个省份已经完成“十四五”新型
储能装机目标。

根据 CNESA预测，2025年新型储能新增
装机预计在 40.8吉瓦至 51.9吉瓦之间，平均
45吉瓦左右。同时将呈现出明显的五大特征：
从储能价值看，规模化调节与保供价值将不断
提升；从参与电力市场看，随着市场衔接机制
不断完善，可参与市场服务向“一体多用、分时
复用”模式转变；行业洗牌加剧，2024年注销、
吊销等异常储能相关企业数量翻番；技术革新
推进行业从“卷价格”向”卷价值“转变；从市场
规模看，预计 2025年新型储能累计装机将突
破 1亿千瓦。

是荣誉，更是起点
———中国科学院颁发 2024年度杰出科技成就奖
■本报记者 倪思洁

1月 16日，中国科学院颁发 2024年度中国
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2名个人和 14项成果
获奖。这是《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励条
例》修订后的首次评审活动。

个人成就奖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
立泉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仙辉院士，基础
研究奖授予“火星多时间尺度环境演变”等 4项
成果，技术发明奖授予“大规模压缩空气储能新
技术与应用”等 5项成果，科技攻关奖授予“黑
土区耕地退化阻控与地力提升关键技术”等 5
项成果。

据悉，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于 2002年
设立，2003年首次评审。2024年，为贯彻国家科技
奖励改革精神，中国科学院改革了科技奖励体系，
修订了《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励条例》及实
施细则，强化了新时期奖励导向，按科技活动的特
点分别设立 4个奖项，实行分类评价。

对于获奖人来说，荣誉是沉甸甸的，它代表
着赓续前行的又一个起点。

个人成就奖：
把冷板凳坐热，开辟前沿研究领域

个人成就奖获得者是在我国最早开展锂电
池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的陈立泉与长期从事量
子材料领域研究的陈仙辉。

聊到固态锂电池研究历程时，陈立泉可以
滔滔不绝讲两个小时。他的科研人生就是中国
固态锂电池的发展史。

当今，锂电池已成为电动汽车的关键部件，
而陈立泉开启固态锂电池研究时，中国连自行
车都处于普及阶段。

1976年，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固体化学物
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马普固体所）访学的陈立泉
注意到国外的一个新动向———整个马普固体所
几乎都在研究氮化锂，据说可用来制造汽车的
动力电池。这个动向让他作出一个大胆决
定———从原本的晶体生长研究方向转向固态离
子学。

两年后，陈立泉回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并在研究所的支持下，成立了国内首个固态
离子学实验室。他开始带领团队在我国开展锂

电池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在中国科学院的支
持下，1988年，我国第一块全固态金属锂电池在
实验室诞生。

此后，他带领团队又陆续研发出纳米硅碳
核心负极材料以及系列核心正极材料，为我国
锂电池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研制出我国首
条圆柱锂离子电池中试线，策划推动了宁德时
代等企业的创办和发展，为我国锂电池从无到
有、从跟跑到领跑作出奠基性贡献；布局了固态
锂电池和钠离子电池，在全球率先实现规模量
产和应用，引领了下一代电池技术发展。

聊天时，比起谈各种奖项和荣誉，陈立泉更愿
意谈未来的构想，“我现在 85岁了，后面有几件事
肯定完不成，但我要把想法提出来”。

他有一个“电动中国梦”。“‘电动中国’包括
交通电气化、设备智能化、能源低碳化，锂电池
是驱动‘电动中国’从梦想变成现实的关键之
一。”陈立泉说。他盼着“电动中国”成为现实，也
希望有人能接续完成这个梦想。

基础研究奖：
多学科联合，取得重大科学发现

“取得这些成果，得益于我们是多学科团
队，可以从多角度开展研究。”获得基础研究奖

之后，“火星多时间尺度环境演变”第一完成人、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
地质地球所）研究员陈凌在分享获奖感受时说。

此次获得基础研究奖的奖项还有“银河系
早期形成与演化”“金属极小晶体尺寸效应”“光
感受调控生命过程机制研究”，几乎都是多学科
合作、建制化攻关的结果。

陈凌记得，2021年 8月 10日，地质地球所
召开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科学研究工作动员
会。当天，研究所成立了 7个任务组，涵盖火星
地质、物质成分、地下结构、磁场、空间环境、宜
居要素、地质工程多个学科研究方向。那天，陈
凌马上建了个火星地下结构相关研究微信群，
“只要对此感兴趣的人，我们都加进来”。

“火星多时间尺度环境演变”研究团队就这
样火速组建起来。陈凌团队聚焦地球物理学与
地质学结合，负责火星长期水活动历史多学科
综合研究；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刘建军团队从事
行星遥感研究，负责火星车巡视探测规划和物
质成分探测研究；地质地球所研究员张金海团
队从事地球物理学研究，负责火星雷达数据分
析；地质地球所研究员秦小光团队从事地质地
貌和古气候研究，负责火星沙丘水活动的地貌
研究；地质地球所研究员杜爱民团队从事行星
磁学研究，负责火星表面磁场演化研究。

小团队组成的大团队，很快取得了诸多新
发现。他们创新行星雷达弱信号提取、高精度成
像和建模仿真系列方法，首次发现火星浅表精
细结构变化，揭示了火星长期水活动历史和长
尺度干 - 湿、冷 - 暖环境变化；首次利用沙丘
地貌研究火星现代水活动，发现火星低纬区表
面液态水关键证据，揭示了现代风沙活动与水
活动交替的短尺度环境变化，开辟了火星沙丘
水活动研究新方向；自主研发火星车磁场探测
仪，并创新数据标定方法，首次实现火星表面磁
场巡视测量和信号精准提取，揭示磁场变化和
持续的弱磁场是火星长期水活动的关键约束。
这些“首次”展示出不同学科研究协同攻关的实
际效果。
“目前，我们的合作还在继续进行，也在持

续产出新的研究成果。”陈凌说。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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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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