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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中旬，每两年增选一次的两院院士评选相继揭晓，101名科学工

作者榜上有名。披红戴花之时，各界对院士制度的反思、质疑，乃至“炮

轰”，也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邹承鲁、周光召、汪品先等院士对院士制度的种种弊病，进行了很

多评判，还有学者从院士制度的沿革分析讨论院士制度的“存废”。而

据报道：作为回应，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说，中国科学院已经准备在

明年春天召开两次关于院士制度建设的研讨会，邀请其他国家科学院、

工程院的专家、官员一起探讨对策，让院士制度永葆青春和活力。 

 

  发生在岁末的这场“院士信誉危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学术腐

败侵蚀到最高科学界的结果和表现。这几年，中国院士数量直线上升。

而据报道，随着院士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我国科技竞争力的世界排名却

由 1998年的第 13 位降到了 2003年的第 29位。 

 

  与此同时，少数院士却因为“参与商业炒作”，“抄袭论文”，“鼓

吹特异功能”，“学术造假”留下了笑柄，玷污了院士的光荣称号。正

如邹承鲁院士所言：这些人、这些事，虽然只是院士队伍中很小的一部

分，但是少数人影响了院士的声誉、特别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声誉。

就像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http://talk.163.com/05/1228/09/2624VR8A00301IJI_2.html


  何祚庥院士说“院士出了‘院子’，就不是院士了”。现在，对于

院士制度的关注也的确正从院里延伸到院外。令人欣慰的是，记者采访

的这些院士无不直言不讳，对院士制度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反思。这表

明我国科学家群体的核心是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公众希望，对于院士

制度的讨论，能给院士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一个审视的空间，还院

士一方净土！ 

 

  11月 15日，在 13名两院院士、100多名企业家与科技人士参加的

“院士圆桌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

地球物理系教授汪品先院士原定宣读一篇学术论文。但是，后来他转而

谈论中国的院士现在社会把院士捧得如此之高是站不住的，总要掉下去，

“院士是人选出来的，少一票落选就回家抱孙子去，多一票就什么都有

了，什么评审会都少不了，都要发言，人家都洗耳恭听。有这样的人

吗……” 

 

  汪品先院士的发言，随后得到许多院士的回应，近日，记者就此对

汪品先院士进行了专访。 

 

  “院士不是‘特权’和‘金钱’的代名词。” 

 

  北京科技报：目前我国的院士选举，您认为主要存在那些方面的问

题？应该如何解决？ 

 

  汪品先：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

举制度，主要依靠的是单位提名。单位提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重要的，



因为院士制度已经中断了几十年，加上当时院士的人数又少，很多人对

此不是很了解。但是这几年情况已经变了，大家对此有所了解后，在下

面进行的非正常操作太多了，所以不能再采取单位提名这样的老办法了。

我认为应该由院士群体本身来选举才对，国际上都是由院士提名的。正

常的情况应该是被选举人是受别人推荐的，自己本身不知道，应该处于

一种被动的状态，而目前的情况是在院士选举之前，候选人所在的单位

常常会下力气、花钱帮助个人搞公关。 

 

  北京科技报：为什么会造成单位公关这类不合理的现象呢？ 

 

  汪品先：这也跟目前社会上对院士的炒作过热有关，有些单位盲目

地攀比你有几个院士，我有几个院士，好像院士的多少就代表单位水平

的高低似的。 

 

  北京科技报：据说您认为应该取消院士制度？ 

 

  汪品先：现在的院士制度是 1990年制定的，当时是说十年不变，

但是到了 2000 年还是没有改革，所以现在每次遇到院士选举的时候，

大家的意见很多。我所说的改革并不是要取消院士制度，我主要强调的

是把它过热的部分降温，现在不仅社会上把院士炒得太过分了，我们自

己也没有很好地节制。其实每位院士只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属于权威，

因此我说要降温的办法就是，把院士还原到学术上权威性的最高荣誉称

号，而不是“特权”和“金钱”的代名词。  

  

  “‘院士终身制’是个很滑稽的说法。” 



 

  北京科技报：近年有一些企业家和官员也参选院士，他们是否符合

院士评选的标准？ 

 

  汪品先：关于院士评选标准，现在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好，所以这个

不能妄下结论。  

 北京科技报：那么就现在的标准而言，您认为合格的院士有多少？ 

 

  汪品先：因为我并没有对此做具体的调查，所以无法告诉你现在合

格的院士有百分之多少，我也不想因此和其他院士挑起矛盾，很多敏感

的话题由我来说是不合适的。 

 

  北京科技报：由于现在学术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院士评选的标准又

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因此社会上关于“院士终身制”的问题争论不休，

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有说辞，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汪品先：“院士终身制”是个很滑稽的说法，根本没有必要将其作

为一个课题来讨论。我认为院士仅仅只是一种荣誉，既不是职务，也不

是职称。如果院士本身不意味着金钱，不意味着特权的话，就不会有这

么多问题出现，院士作为终生荣誉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如果院士犯法

又是另外一回事，毕竟现在确实存在许多院士腐败的问题。 

 



  “应该尽早把知识分子的待遇规范化。” 

 

  北京科技报：据我了解，北京的一些院士一个月大概收入 10000 元

左右，但是在有些地方和单位，给院士住别墅，配备高档轿车，享受比

较高的待遇，这也成为院士制度被人诟病的一个方面，您认为出现这种

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汪品先：关键在于各种变相的补贴，国家应该尽早把知识分子的待

遇规范化。社会对知识的尊重体现在院士身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

把它绝对化。早些年我曾提过多次，将工资问题理顺是当务之急，并不

是靠院士的头衔给你增加多少工资，而是应该根据你的能力和贡献。当

然，既然能被选上院士肯定是具备了相当的能力和贡献，但是这只能作

为一个参考依据。现在有些地方不分青红皂白，凡是院士就给多少多少

钱，这个办法本身并不可取。 

 

  北京科技报：您认为院士待遇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比较合适？ 

 

  汪品先：这件事情应该摆在工资体制上来加强改进。现在普遍都有

加薪问题，待遇高了是个好事情，但是应该将其规范化，也就是说应该

将各种各样的补贴变成工资才对，不断增加补贴不是个好办法。其实院

士本身的工资很低，我现在才 2000 元左右，但是我的收入却是工资的

好几倍。这就好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打补丁，首先应该将衣服调整好，



如果补丁比衣服还大的话，这就不正常了。我认为应该是有个国际标准

的，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不要求同国际接轨的话，但起码要被国际

社会所接受。 

 

  北京科技报：我了解到您是 1991年被评选为院士的，那时的待遇

怎么样？ 

 

  汪品先：我记得当时只是增加了国务院给的两百块钱，后来上海市

政府又给了六百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