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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刻意追求人员数量”

单从诞生的时间来看，
“共和国勋章”与国家荣誉称
号还很年轻。

2015 年 12 月 27 日 ，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正式确
立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为国家最高荣誉。其中，国
家勋章又分两种，对内为“共
和国勋章”，颁发给在建设和
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
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
对外则为“友谊勋章”，授予
在中国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
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
杰出贡献的外国人。

2017 年《国家功勋荣誉
表彰条例》颁布，当中规定，
两项对内颁发的全国最高
荣誉坚持“好中选优”的原
则，一般每五年授予一次，
且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逢 五 、逢 十 ”周 年 时 进
行，特殊情况下也可由中央
直接提出并安排授予。

2019 年 9 月 29 日，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之际，首次颁
授工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 行 ，于 敏 、申 纪 兰 、孙 家
栋 、李 延 年 、张 富 清 、袁 隆
平、黄旭华、屠呦呦 8人获得

“共和国勋章”，于漪、卫兴
华、朱彦夫、程开甲等 28 人
获得国家荣誉称号。次年，
为表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
期间的杰出贡献者，颁授工
作破例进行，钟南山被授予
了“共和国勋章”，张伯礼、
张定宇、陈薇三人获得国家
荣誉称号。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
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
研究所研究员唐磊看来，今
年举行的评选颁授工作意
味着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
建设和实践不断走向规范、
完整，“可以说形成了一定
的惯例，即周期性颁授和即
时性颁授相结合”。

不过，与 2019 年的初次
颁授不同，2024 年的公示名
单中，两项荣誉的入选者加
起来也不过 14人。

“从以往的颁授实践看，
提名评选工作坚持实事求
是 ，并 不 刻 意 追 求 人 员 数
量。”唐磊解释，2019 年为历
史上第一次集中评选颁授，
故人员数量相对较多，今年
人数少，“体现了坚持最高标
准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基于对个人贡献的严格
考量，获奖人员年龄偏大成
为两项最高荣誉人选的一大
特征。

此前颁发的两次“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平均年龄为
90岁，其中时年 84岁的钟南
山为目前年龄最小的获奖
者；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

当中，年龄差距相对更大，年
龄最小的为 32 岁，最大的为
101 岁。而到了今年，入选
者的年龄普遍更大，“共和国
勋章”建议人选平均年龄超
94 岁，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
选中最年轻的黄大年，终年
58岁。

可以追授

建立国家级荣誉制度的
计划，在新中国正式成立之
前就出现了。

1949 年 9 月 27 日 通 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之一即
为，“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
章、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
荣誉称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
研究所所长张树华曾做过研
究，早期的荣誉奖励主要围
绕建设需要展开。1950 年 9
月，中央授予 464 人“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1956 年，又有
4703 人被授予“全国先进生
产者”称号。这两个称号直
到今天仍被视为一种至高的
荣誉。

到了 1980 年代后，不只
是国家层面，各部委、地方政
府，甚至团体组织也开始授
予各类荣誉称号，例如团中
央的“五四奖章”，全国妇联
的“三八红旗手奖章”。

唐 磊 记 得 ，2006 年 至
2009 年期间，在中纪委牵头
下，全国共查出各类评比达
标表彰项目 148405 个，清理
后依然保留了 4218个。

2007 年全国“两会”期
间，时任全国政协外委会副
主任韩方明提议，希望建立国
家荣誉制度，两年后，张树华也
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出建
立统一的国家功勋荣誉制度。
但直到10年之后，这项制度才
第一次在实践中落地。

在唐磊看来，制度化过
程中，中央最高层面起到了
直接统筹的作用，“也逐渐将
以往一些不规范的表彰评比
进行了清理”，从而确立起明
晰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
体系。

追授、授予范围等问题
都在新的表彰体系中得到明
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规
定，在该法施行后，即 2016
年 1月 1日后去世的，可以进
行追授。 2019 年 1 月 16 日
去世的于敏，成为被追授的
第一人。2024 年入选者中，
航天专家王永志、雷达专家
王小谟，以及物理学家黄大
年也已逝世。

强化仪式感

自国家功勋荣誉制度建
立以来，实践中展现出的仪
式感一直颇为醒目。

新华社此前发布的消息
中提到，2019 年 9 月 29 日上
午九点，颁授仪式举行前，所
有国家最高荣誉获得者们集
体乘坐专门的礼宾车，在国
宾护卫队护卫下到达人民大
会堂东门，又在青少年们的
欢呼声中走过长长的红毯，
接受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
工作委员会领导的集体迎
接。

获奖者们获颁的勋章、
奖章同样讲究。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设计
研究院院长刘波曾谈道，共
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奖
章的设计由中央美院、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等五家单位共
同完成，前后花费了三年零
一个月，开展了六十多次研
讨汇报，设计了近 200 套方
案，才以“近乎完美的姿态”

呈现在世人面前。
后 来 接 受 媒 体 采 访

时，设计团队成员还提到，
以共和国勋章为例，设计
时，他们采用了花丝镶嵌、
珐琅彩、花镀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将国
徽、红星、黄河、长江、牡丹
等经典元素运用在上面，
其中章体还采用四层结构
嵌套的形式，以保证它经
得起时间的考验。

不过，比起颁授现场
与声势浩大的场景，唐磊
注意到，当前公众对国家
功勋荣誉制度体系可能还
不了解，“像是共和国勋
章、时代楷模、感动中国、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
红旗手，当把这些荣誉放
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公众
可能会认为这都是国家荣
誉，很难区分其中的荣誉
层次”。

在唐磊看来，背后的
原因不仅是因为作为国家
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
国家荣誉称号的颁授实践
仅有五年，大众熟悉了解
还需要一个过程，还在于
很多颁授对象往往是有高
超专业技艺而作出贡献的
人士，专业性导致大众很
难有机会了解到他们的功
绩，从而影响到关注度。

“国家最高荣誉的获
得者，只要经得起历史的
检验、人民的检验，他就是
实至名归。”唐磊说。

蒋敏玉

人数有限、标准最高……

国家最高荣誉将迎第三次颁授国家最高荣誉将迎第三次颁授

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图为“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和屠呦呦。

种了四十多年树之后，
2019年 9月 26日，宁夏灵武
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局长王有德和妻子
杨学霞一起坐上了前往北
京的飞机。“带她看看天安
门。”王有德说。5 天后，他
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国
庆 70周年阅兵仪式。

这是国家勋章、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们享受到的
特殊待遇。2019年，作为国
家荣誉称号首批获得者之
一，王有德被授予“人民楷
模”称号。

过去五年间，国家荣誉
称号共集中颁发了两次。
2024年 8月 12日，新中国成
立 75 周年之际，第三批“共
和国勋章”及国家荣誉称号
入选名单公示，载人航天开
创者之一王永志、医学家王
振 义 等 4 人 为“ 共 和 国 勋
章”建议人选，雷达专家王
小谟、原护边员巴依卡·凯
力迪别克等 10 人为国家荣
誉称号建议人选。按照计
划，评选颁授工作将于今年
国庆前夕在北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