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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学基本上都有专门申请院士的公关费，产生一个院士所带来的好处也远远超过了这笔费用 

 

    11 月 17 日，91 岁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裘法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则让他激动的新

闻。 

 

    他马上把这则报道复印了好多份，给朋友们看。报道说，以周光召、汪品先为首的一批科学

家，批评了过度炒作院士权威现象，提出需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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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教授汪品先，在发言中提出，中国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利于科技创

新。 

 

    汪原定宣读一篇学术论文，但是后来他转而谈论科技创新问题。"这与大会主题一致，而且

我的学术论文在这样的场合也过于专业。"汪品先解释道。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捣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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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什么都会?” 

 

    汪品先认为，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可持续，必须进行改革。其后，会议议程正常进行。院士们

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对大会主题展开讨论。 

 

    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在总结发言中，支持了汪品先的看法。周批评了当前过分炒作院士

权威的现象，以及科学界中的官本位现象。 

 

    周对与会的 13 名院士建议，如果大家都同意，可以在适当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 

 

    几天后，当汪品先从外地出差回到上海时，他惊讶地发现，关于建议院士制度改革的消息，

已经在业内传开了。 

 

    裘法祖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汪品先表示支持。"我对周光召和汪品先的发言深有共鸣，对中

国现行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议坚决支持。" 

 

    “我相信，中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科学家都会支持这件事情。”裘法祖对《瞭望东方周刊》

表示。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八名两院院士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对现行院士制度提出了不



同层面的批评，并对院士制度改革的说法表示支持。 

 

    所有信息显示，在中国“最有学问”的科学家群体中，潜规则也很盛行，而一场深刻的反思

也在进行。 

 

    “我现在关心改革什么时候能提上议程，具体的议案如何讨论。”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院士表示。 

 

    推荐院士的潜规则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王研究员两次被推荐参加院士评选，每次都是进入第一轮后被刷下

去。现在老王的年龄过了，单位不能再继续推荐他，而如果自己申请，需要找同学科的六名院士推荐，

老王不想去找人，只好算了。 

 

    他说，他认识很多在本学科水平很高的前辈都是因为年龄过线，又不想找人推荐，而与院士

无缘。“旧知识分子比较清高，实在拉不下脸去活动托人。” 

 

    “院士应该是种荣誉，是别人授予的。而不是到处活动去要的。”汪品先说。 

 

    一位刚刚参加完院士增选投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评审过程

中，他很看不惯到处送材料，送东西的风气，“院士们也很怕人找”。 

 

    “我对在评审中上门活动的人说，你来了肯定就减分了。”汪品先说。不过也有挡不住的时

候，有好几次，不请自来的活动者已经在家门口了。 

 

    复杂的评审制度与增选前四处出击的公关活动，已经成了中国院士增选的一大特色。 

 

    根据现行的院士增选制度，候选人除了由院士推荐外，还可由单位推荐，国务院各部委、直

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四总部，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中国科协均有权推荐。被推荐人年龄不得超过 65 周岁。 

 

    “部门越多，层级越复杂，活动的余地就越大。”汪品先说，“比如你所在的大学推荐之后，

还要上报到教育部。这其中就有很多关节要疏通。而且有的环节未必能够对候选人的科学研究深入了

解。” 

 

    “不知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可能是我们把院士制度复杂化了。”中科院地质所朱日祥院士

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我所理解的院士制度，是对过去工作的认可，是别人给予的荣誉。而不是跟学科以外的东

西联系起来，跟经济利益挂钩。中国的院士制度走到今天变形了。” 朱日祥说。 

 

    裘法祖还是香港外科医师学院的院士，“这里完全没有复杂的东西，学院内部选好之后通知

我，事先都不知情。” 

 



    院士含金量 

 

    关于院士的含金量，是个冗长而复杂的话题。“院士这么热门，同他背后所联系的利益与整

个社会评价体系有关。”汪品先说。 

 

    在汪品先当选院士的 1991 年，院士福利还比较少，国家每月提供 200 多元的补贴。 

 

    “后来花样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与行政级别挂上了钩。”现在很多学校通行的做法是一名

院士，一年给 10 万元的津贴，有些地方还分房子，配车，配私人医生。而与此同时，汪品先工资单

上的收入却一直是 2000 多元。 

 

    “这当然不能反映我的收入水平。但有的地方，你评上了院士就什么都有了，评不上可能就

只有这点死工资。”汪品先说。 

 

    对于老王而言，他申请院士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家庭比较困难。基础研究没什么油水，去年刚

刚买了房子，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儿子在外地工作，到了结婚年龄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他

觉得自己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好的条件。 

 

    “如果能够当选院士的话，不仅可以分房子，在某些城市，比如上海、广州，每个月还有一

万元的津贴，这可以给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善。” 

 

    当然，这些利益还远远不是全部。如今，院士人数成为大学排名的标准之一，而学校排名又

与招生质量直接相连。一些学校为了提高名次，到处挖院士。湖南某大学开出的条件是，一次性支付

100 万元人才使用费，100 万元科研启动费，安排 200 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并安排配偶工作。而院士

可以只担任荣誉头衔，甚至都不需要到当地工作。 

 

    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头衔，名目繁多的项目评审需要院士参与。“其实很多

时候，我们并不是对什么都懂，但好像没有院士，就不能提升会议规格。而且规格越低的会议，出场

费越高，像一些地方性的会议，红包很多。”汪品先说。有些人当上了院士之后，就到处开会，成了

专职的“会议院士”。 

 

    在重大课题与博士点评审方面，也少不了院士的身影。某大学在博士点评审之前找汪品先说

情，如果不能通过此次的评审他们就会失去很多项目经费，影响很多的人饭碗。“这样的事情，让我

很为难。”汪品先说。 

 

    正因为这样重大的利益关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各大学

基本上都有专门申请院士的公关费，每当评审要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早早四处活动。 

 

    当然产生一个院士所带来的好处也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这笔公关费用。 

 

    “院士制度和部门利益牵扯到了一起，某个部门、某个省市、某个学校就用尽各种办法增加

本单位的院士人数，一旦本单位多了一个院士，申请项目有院士牵头就比较有分量，容易过。”两院

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81 岁高龄的中科院力学所的郑哲敏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因为科研经费可以提成，这让很多人想方设法申请大项目，到最后搞不出什么成果也不用

负责任。而国家给的钱是搞科研的，不是拿来分的。”郑老说起这些现象痛心疾首，“灰色的东西太

多，把风气都弄坏了。” 

 

    西部某省在省会举行隆重的给院士配车仪式，给 12 位在该省工作的两院院士配备了国产的

别克专用小汽车，配车仪式锣鼓喧天，鼓号齐鸣，少先队献花，记者云集。在更多的地方，为院士塑

像，造院士馆也成了时髦行为。 

 

    汪品先的母校曾经对他发出邀请，提议为他塑像。“我吓了一跳，赶忙写信给母校。院士也

不过是做科学研究工作，把院士抬这么高是要不得的。我说，要是有一天我出问题了，你们把我的塑

像怎么办呢，他们说，这个塑像是可以活动的。”汪品先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 

 

    “院士评的是过去，不是未来。不能因为是院士就可以占有更多资源。”中科院地质所朱日

祥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权力左右科研 

 

    “现在有种奇怪的现象，当了官还要当院士，而评了院士能当更大的官。官员与院士有什么

必然联系吗?”裘法祖反问。 

 

    裘法祖的一位好友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医学专家，但他没有参加院士评选。“他觉得现在中国

的院士头衔并不光荣，甚至引人误会，有些丢脸。”他说，“这种局面必须改，不然再过几年中国的

科学界真要坏掉了。” 

 

    中国科技协会主席周光召在今年八月与新疆老科技工作者座谈时，批评了科学界存在的官本

位现象。一些老科技工作者提出：“一线科技工作者实际待遇无法落实，往往是担任了行政职务后才

能真正享受到相关待遇。”因此，“大量科研工作者千方百计要混个官当当”，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

导也乐于给那些有成就的科技人员委以大大小小的官衔，似乎只有封官才能体现对科技工作者成绩和

学识的肯定。 

 

    周光召说：“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 

 

    在 11月 15 日的“院士圆桌会议”上，周光召认为，现在把所有东西都分成等级，学术界也

是如此。如院长、所长，以“长”来决定权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官本位的复制，是阻碍学术创新的

因素。 

 

    “我非常赞同这一说法。科学界是个最要不得权威的领域。现在把院士抬这么高，塑造成权

威，对研究不利，对年轻人不利。”裘法祖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在国内的科研项目评审过程中，有很

多潜规则，大家常常要去揣测领导的意图，而不是完全根据科研规律来办事。“越小的项目就有越多

的民主，而大的项目则常常不透明。评上了院士当然对申报课题有好处，因为你也进入这样一个评审

的圈子。” 

 



    “中国社会曾长期处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禁锢之下，'官本位’及排座次的思想仍然在各领域

存在，包括学术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顾海兵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评述。 

 

    他在 2003 年至 2004年曾带领课题组对中国的院士制度做了专题研究，在对比研究了美、英、

俄、法、日的院士制度之后，顾的结论是中国现行院士制度必须改革。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位院士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看一个院士怎么看，要看他

选上院士之后是在第一线兢兢业业地工作，还是当官了，出名了，下海了。” 

 

    改革还是废除 

 

    2001 年，中国科学院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公布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

此项准则被外界称为中国科学院“十诫”，准则要求院士抵制科技界的腐败和违规行为。 

 

    “自律准则有些作用，但总是治标不治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院士说。 

 

    事实上，在历年的两院院士增选中，关于院士制度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还在沿用上世纪 50 年代的学部委员推选制度，而外界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汪品先说。 

 

    据介绍，在汪所在的地学部，每次开会，大家都对现行的制度问题有所讨论。“有些都已达

成了共识，方案也做了好几套了，但不知为什么，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汪品先觉得，首先需要改革的是院士推荐办法，减少推荐层级，增加透明度，使院士与候选

人之间有面对面的交流机会。 

 

    他的这一看法与郑哲敏不谋而合。郑曾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他回忆道，有时别

人问钱老，你们在美国怎么选教授，他说：“就是大家坐下来，比一比大家都做了什么就行了。不像

我们比那么多轮，看起来很公平，其实问题很多。” 

 

    另一个在采访中几乎被所有人提及的话题，就是把院士头衔与物质利益脱钩，让它成为一种

纯粹的荣誉，而从工资的层面，厘清科技工作者的待遇。 

 

    相对而言，顾海兵在他的报告里所提出的结论比较极端，顾认为最优对策是从现在开始，不

再增选院士，使院士逐步减少直至消失；将现有院士全部改称为“中国科学学会会员”、“中国工程

学会会员”、“中国医学学会员”；学会及其会员独立于中国科学院；学会除了内部的交流与活动之

外，一是为政府与社会提供咨询，二是资助青年研究人员、主持科研颁奖仪式。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老王觉得，院士制度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规

则不甚明确，名重于实，人们的心态比较浮躁有关。另一方面，中国人固有的文化陋习，如拉帮结派，

官本位等在这一制度里也有体现。所以，他对改革的前景不甚乐观。 

 

    “随着社会逐渐成熟，到我们下一代也许会好一点，他们比我们聪明，会想出好办法来，毕

竟不真实的东西总不会长久。” 郑哲敏说。 

 



    中国院士制度由来 

 

    中国的院士制度最早可追溯至 1928 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开始时其成员称为“评议员”。

1946 年，中央研究院决定建立院士制度。当时规定入选院士的资格有两条：一是在专业上有特殊著

作、发现或贡献，二是主持学术机关在五年以上而且成绩卓著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部分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是国

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 

 

    1953 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后即酝酿学习苏联经验，建立学部制以加强学术领导和

管理，并拟待条件成熟时选举院士(当时称为学部委员)。 

 

    1954 年中科院开始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四个

学部，向全国自然科学家发信，请他们推荐学部委员人选。1955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

在京召开，正式宣布成立学部，参会的学部委员有 199 人。 

 

    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制度，把有能力的人选为院士，并给他们良好的待遇。

学者们对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学部委员在 1956 年选举后中止了增选。1980 年，中国科学院恢复了学部委员选举。1993 年

10 月，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决定成立中国

工程院。 

 

    1994 年 6 月中科院第七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首批 96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正式

成立，它是我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 

 

    增选院士每两年进行一次，每次增选名额，由院士大会的常设领导机构确定。中国科学院现

有院士 657 人，中国工程院现有院士 654 人。 

 

 

 

 
 

 

[ 2005 年 12 月 9 日 ] 
[ 评论几句 ] [ 推荐给同事 ] [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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