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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晨阳，1981 年出生于重庆，2003 年北京大
学数学系本科毕业，200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数学
博士，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现为北
京大学国际数学中心教授。

获奖理由：
表彰他在双有理代数几何学上作出的极其深

刻的贡献。

许晨阳主要从事基础数学核心领域代数几

何方向的研究，他是国内代数几何方向的领军

数学家。

美国普渡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李驰曾评价许

晨阳，说他像是“搜索引擎”，对自己的领域研究

很深入，可以搜索到很多别人没想到的东西，从

而推进问题的研究。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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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获奖名单 9 日公布，清
华大学的施一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潘建伟、
北京大学的许晨阳分别获得“生命科学奖”“物
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奖金各
100 万美元。未来科学大奖是由内地企业家和

华人科学家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奖，于 2016 年
成立，每年评选一次。该奖项关注原创性的基
础科学研究，奖励为大中华区科学发展作出杰
出科技成果的科学家（不限国籍），希望通过奖
励能启蒙科学精神，唤起科学热情，影响社会风

尚，吸引更多青年投身于科学，实现中国的“科
学梦”。

2016 年首届未来科学大奖得主为清华大学
的薛其坤和香港大学的卢煜明。

▋据新华社

1981 年出生于重庆的许晨阳，从当年凭借数学竞赛的优异成
绩，选择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那天起，遵从内心的选择，重视兴趣
的所在，便成为他做出很多人生选择的重要标准。

在北大完成三年本科学习和两年硕士学习后，他选择奔赴大洋
彼岸，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继续他的学习和研究。

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许晨阳师从著名的
世界级代数几何学家János Kollár。

许晨阳主要从事基础数学核心领域代数几何方向的研究，在高
维代数几何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他证明了对数典
范阈值的上升链猜想，极大推动了正特征三维极小模型纲领，在对
数典范奇点的极小模型纲领中做出突破；他证明了田刚和Donald-
son关于K-稳定性定义的等价性，解决了《几何不变式论》前言里关
于典范极化簇渐进周稳定紧化不存在的问题，并系统研究和发展了
对偶复形理论……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使得许晨阳成为代数几何
领域当之无愧的青年领军数学家。

2012年，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揭晓，许晨阳作为第一批入选
的人才，获得了回到北大工作的机会。

2012 年，31 岁的许晨阳成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第一位副
教授。这是他的母校北京大学一个新设的机构。

随后的 5 年，许晨阳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成长为代数几何
领域的领军青年数学家。他获得了 2016 年度国际理论物理中心
拉马努金奖；他已受邀在 4 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 45 分
钟报告；他和一位意大利籍数学家被评为 2017/2018 年“庞加莱
讲席”入选者。

庞加莱讲席累计入选的8人中，7人在北美，只有许晨阳来自中国。
如今，许晨阳正成为全球顶尖大学关注的“猎物”。麻省理工学

院数学系请他回去做终身教授，另一些外国大学也表达了意向。这
在整个中国大陆学术界，都是罕有的案例。

▋据《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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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未来科学大奖揭晓
施一公、潘建伟、许晨阳各得100万美元奖金

施一公，1967 年生于中国河南，1995 年在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分子生物学系任教。现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
副校长。

获奖理由：
表彰他在解析真核信使RNA剪接体这一关键复合

物的结构，揭示活性部位及分子层面机理的重大贡献。

施一公不仅在剪接体结构、膜蛋白结构与功能等

领域做出一流工作，同时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为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甚至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快速

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带领的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团

队，做出了世界一流的科研工作，结构生物学也成为当

下中国引领世界的、为数不多的基础科学领域之一。

施一公曾获得多个重要奖项和荣誉，2013年，施一

公获爱明诺夫奖，2016 年，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2013年，施一公先后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

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

潘建伟，1970年3月生于中国浙江，1992年毕业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1995 年获该校理
论物理硕士学位，1999 年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实验
物理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

获奖理由：
奖励他在量子光学技术方面的创造性贡献，使

基于量子密钥分发的安全通信成为现实可能。

潘建伟教授和他的合作者1997年最早开始从事

量子态的隐形传输，这实际上是拉开了量子通信研

究的一个序幕。回国后他带领团队，把国家在量子

通信、量子计算等方面，从追随者变成了引领者。

潘建伟曾获杰出科学家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奥地利科学院 Erich

Schmid奖、欧洲物理学

会菲涅尔奖、国家自然

科学一等奖等奖励。

80后重庆小伙
许晨阳是啥来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