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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尖的风向标指向哪？
酿酒工艺的技术含量究竟有多高？浙江大学生物

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一位专家表示，酿酒是食品工

业的重要门类，体现着工艺的沉淀与创新，毫无疑问具

有技术与产业价值。同时他也认为，酿酒是我国较为成

熟的传统工艺，其在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领域取得重大

工程科技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国酒”茅台在酿酒方面有没有取得重大工程科技

成果？由于没有得到有关机构的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引

发了专业人士对“白酒院士”的质疑。更广泛的争议在

于，酒企工程师有没有资格参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需

要考量社会各界对于院士的一贯认知，涉及院士评选标

准与制度的合理性、导向性问题。

除了“学高为师”，人们对院士级别的科学家，赋予

了更丰富的内涵、更高的期待，比如钱学森、邓稼先、茅

以升、童第周等院士“身正为范”，展现出家国情怀、精神

意志与道德情操，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激励年轻人等

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石英认为，单从科技角度考

量，我国两院院士不仅要在专业技术、行业培育、地方发

展领域颇有建树，更要体现于关乎国家战略、国计民生

等基础学科、前沿领域。

白酒市场虽然庞大，但在多数人心目中，喝酒和抽

烟一样，并非健康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认知下，且不

论学术高度，单是白酒产业属性、“天价酒”状况频出，就

与人们印象中的院士气质格格不入。

站在我国科研体系的金字塔尖，院士是科研资源分

配、科技人才风格形成的风向标。当前，国家诸多卡脖

子技术处于攻坚关键期，院士遴选理应体现学术导向，

选拔顶尖人物攻关重大科技问题，而非产业导向、市场

导向，把名额交由“纳税大户”。

院士等于“聚宝盆”
喜欢抛头露面，为企业站台，活跃于各类会议论坛，

在非自身专业领域发表言论、误导公众……院士“走穴”

现象曾经引起舆论哗然。对此，有关部门出台政策，限

制院士获取非正当的经营利益。

记者调研发现，随着科技进步、产业变革进一步加

速，作为科技领军者的院士不断靠近产业前沿，其头衔

与名利挂钩的脉络也不断延伸拓展，“含金量”十足。

国内城市掀起的“抢人大战”中，院士作为顶尖人才、

引才政绩的标志，往往能得到上千万元的项目启动资金，

其个人还能以“一人一议”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价值等

同于数百万元，并享受顶尖档次的医疗保健待遇。

东部某县集聚的院士工作站将近20个，号称引进

的两院院士超过30名。当地建设的院士专家科研创新

主平台，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集纳学术研讨、项目引

进、成果转化、决策咨询等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该平台

还以某度假区为核心，具有“休假疗养总基地”功能。

科创板一家企业创始人对多国院士体系有过比

较。他认为，国内院士评选的问题是利益与评选制度不

对称，院士头衔意味着直接、丰厚的物质利益：一是院士

身份与行政级别直接挂钩，并配有相应的高标准生活保

障；二是在科研资源、学术话语权方面，院士也承载诸多

利益。

“一个单位如果有院士，就等于有个聚宝盆。”贵州省

一名从事信息技术研究的学者说。在申报项目和课题

时，如果抬出院士头衔，就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在院

士评选中，很多单位非常积极，甚至想方设法找关系。

与丰厚的名利挂钩，促使院士评选竞争异常激烈，

关注度高，争议不断。东北某研究机构从事科研管理工

作的受访者认为，对院士评选结果的争议不仅是在今

年，此前有多次事件在学界关注度较高，比如，国内科学

家评不上院士，但其科技影响力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

评上外国院士，再“出口转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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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院士”引起争议10

年后，“白酒院士”与“黄金院

士”再次引发关注。作为我

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学术称

号、终身荣誉，院士头衔经历

数十年沉淀，备受社会尊重

与期待。在公众认知里，科

研工作者迈入院士殿堂，既

要“学高为师”，也需“身正为

范”，要经受住多方面的考量

与约束。

两弹一星、杂交水稻、新

冠肺炎疫情……无论是事关

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突破，

还是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两院院士展现出的

专业与风骨，在历史和国人

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

印记。院士制度改革引发广

泛关注的背后，隐含着公众

对院士的美好期待。

北京、广东、山东、贵州、

陕西、海南等多地受访两院

院士、科学家及高校专家认

为，牢牢把握中央对广大科

技工作者提出的“四个面向”

要求，以荣誉制为导向，让院

士制度回归科研本身，是治

本之策。 ■ 据《半月谈》

“唯院士”与“学阀”问题亟待破解
浙江一家集成电路企业创始人2018年回国创业，

在项目申请优惠政策过程中，地方政府按照惯例，邀

请了多位院士进行现场答辩把关。让他难以接受的

是，有的院士年近九旬，已经长期不在科技和产业一

线，只凭头衔硬，就被视为产业布局权威，决定政策资

源走向。还有院士与项目专业并不对口，甚至说出

“外行话”。

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学者除了表达对“唯院士”现

象的担忧，还提及“学阀”现象。容易拿到重大课题，组

织庞大团队，滋生“近亲繁殖”，甚至诱发学术界的半商

业行为……院士头衔捆绑了过多的利与权，容易滋生利

益驱动、结构僵化的“学阀”现象。

“局外人看是专家评选，实际上背后大家都清楚谁

和谁是什么关系，肯定能上。”山东省一位学者坦言，院

士评选需要排除“学阀”作祟，消解“花钱跑院士”“背靠

大树好乘凉”等乱象。

一名院士能影响一批学者，甚至整个学科的学术风

气与活力。对院士需要有德才兼备的规范与考量，既

要领军科技攻坚，也需带头营造蓬勃清朗的学术空

间。与利权过度挂钩，导致有些院士行为走偏，与当初

搞“两弹一星”的科学家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院士在享受便利、资源的同时，缺乏相应的规范和

约束。一旦评上院士，就能跻身学术和道义制高点，即

便出现学术、行为不端，惩戒也相对轻、相对隐蔽，宜着

力从制度上填补盲区。

回归荣誉，重在落实
“院士的定位应该是学术最高荣誉称号。最高、荣

誉称号是两个关键词。推选院士首先考虑的应是学术

性，包括科学、技术。在所在领域具有创造性、对科学

经济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应成为推荐人选。”中部省份

一位受访院士说。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冯国平认为，近

年来，院士评选制度改革举措频频，制度设计日趋完

善，但也要看到，仍有掣肘因素待突破。

舆论争议的背后隐含两方面问题：一是获评院士会

给个人、单位甚至地区带来巨大利益，需警惕院士制度

逐渐演化成集多方、多种利益于一体的“庞然大物”。

二是提名人选来自多个渠道，实操层面标准难统一。

回归荣誉，是当前完善我国院士评选制度的紧迫改

革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院士制度改革持续稳

步推进，但这些精心设计如何实现全环节、多层面落实

才是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院士制度本质是一种荣誉，而非利益。发达国家将

业务标准作为遴选人才的关键标准，在推动科技进步、

树立良好导向的同时，也形成良性循环。如果当选院

士的人不是科研能力最强、学术成就最突出，而是拥有

一定社会地位、能调动资源的人，这不仅背离了院士制

度设置初衷，也难以应对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

回归荣誉制改革并非难于登天，国内有些权威学会

已经做到。以中华医学会各分会主任委员选举为例，

竞争虽然非常激烈，但评选标准主要是业务，评上是一

种业界公认的荣誉，不会从政府层面带来过多利益。

白酒院士
黄金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