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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副部级？——我国院士制度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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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院士成了社会各界争相追捧的目标，“院士崇拜”现象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院士制
度的议论和质疑一再升温。  

对这场事关“院士信誉危机”的争议，有关权威人士认为，一方面说明现行院士制度有亟待改进和完善
之处；另一方面，社会上对院士的盲目崇拜、少数院士利用其地位寻租、个别人的贿选行为等，也使院
士声誉受到严重影响。 

院士在争相追捧中被“异化”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愈演愈烈的“院士崇拜”现象，院士成了社会各界争相追捧的目标。表面上看，体
现了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有专家认为，院士制度的不完善和社
会的浮躁心态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用于科研的时间可想而知。一个教授在成为院士之后再难见
高水平研究成果，院士已成为社会活动家而不再是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顾海兵在
接受采访时直言。 

长期从事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春波教授说，“院士应是一种荣誉，是对
当选者的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绝不应该把‘院士’与待遇、相应的资源和诸多好处挂钩。而目前我国
对院士的管理采用的是一套行政体制：为院士定级别（相当于“副部级”），并享受相应的级别待遇，
从行政上就给‘院士’加上了一些东西，一些光环。这正是院士制度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吴春波认
为，过度的追捧和炒作，容易导致院士被“异化”，有违我国设立院士制度的初衷。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友柏明确指出，社会上一些单位邀请院士“考察”“颁奖”“咨
询”，实质上就是为了抬高他们自己。现在社会环境对院士的诱惑很多，给予的压力也很大。院士们也
抱怨，老熟人、老上级或者是管自己的单位，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邀请，不去不合适，得罪人。 

拔高待遇助长“院士崇拜” 

资料显示，国家给院士的待遇是每个月200元补贴，这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标准，十多年来一直没
有变过。一些省、市或单位为了招揽人才，给院士各种各样的尊敬和礼遇本来无可厚非。但若把“院
士”这一“稀缺资源”与地位、特权甚至金钱联系在一起，搞所谓“院士崇拜”不仅起不到激励作用，
反而还会助长学术界的浮躁之风。 

湖南一所大学对引进院士许诺：配偶随调，支付100万元人才使用费，100万元科研启动费，安排200平方
米左右的住房等；山东有所大学规定，除了正常待遇外，根据每位院士在大学的实际工作时间，院士津
贴按每个月1万元人民币（全年按10个月计算）标准发放。一些省市为了提高自身形象，以各种方式为院
士提供相应待遇。如西部某省给12位在本省工作的院士配发国产别克专用轿车，配车仪式隆重热烈；重
庆市人才网发布的引进专业人才待遇规定，院士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市财政每月发给岗位津贴
8000元，院士享受省部级干部医疗待遇。河南省制定了一系列提高院士待遇的措施，如省属单位院士不
低于20万元，省财政为院士每人补贴20万元配备工作，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医疗待遇，医疗费实报实
销等等。 

令人不安的还有，院士评选异化为多数高校、院所和一些省市的“政绩工程”。一些地方、部门强烈要
求在院士评选上的“零的突破”。一些省市将培养院士作为培养高端人才的重要举措。很多高校设有
“院士工程”这样的机构和项目，某些单位甚至从增选院士前一年就开始四处公关。 

顾海兵分析认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但同时把院士变成了“学术贵
族”，“院士”被异化、被泛化了，成为“金字招牌”；另一方面，社会对院士的盲目追捧和炒作，巨
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刺激，又反过来使科技工作者、甚至伪科技专家拼命想跻身院士的行列，出现
1000多名候选人竞争100个增选名额的现象，增选中如出现腐败就不是新鲜事了。 

现行制度设计的缺失 

顾海兵认为，我国的“院士制度具有天然缺陷”，主要的一点就是等级制。几乎公认的是，院士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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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省）级。“学术界就不应该搞等级制，不应该搞什么最高头衔。”科学研究本是一个不断创新、
不断打破权威的过程。而现行院士制度就有违科学与创新的要求。 

目前院士制度的另一弊端，就是院士制度的终身制。顾海兵认为，院士制度的终身制背离了优胜劣汰原
则。这样的院士制度设计，因其只能上不用下，且利益无限，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把争取这种功名放在不
恰当的位置上，使得评定院士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声音。 

“如果院士不是终身制而是任期制，甚至规定只能遴选连任一次，或者每两年淘汰10%，还会有这么多人
打破脑袋往里钻吗？因为是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享受相当于副部级的待遇，所以每一次的院士评
选几乎成为一场内耗严重、成本极大的运动，所以才会有2003年40多位部长级高官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工
程院院士候选人名单中的情况。这样的追名，实质是追利，其结果有可能导致院士的膨胀与贬值。”顾
海兵说。 

有评论人士认为，院士的膨胀和贬值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一路高速增长，但科技
的高层次创新却呈现了负增长态势。我国科技大奖——国家发明一等奖曾出现过连续6年空缺的情况，这
说明了什么？本世纪前两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年均仅为20世纪90年代的1/3，甚至更低。目前我国每年的发
明专利数量只相当于韩国的1/4，美国的1/40。 

改革院士制度迫在眉睫 

包括院士制度在内，任何一项制度的确立都有其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
的。大可不必因其有缺陷就全盘否定这项制度。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中国的院士制度在促进我国
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公认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项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院士制度的一
成不变已为学术界所诟病，院士制度的改革势成必然。 

顾海兵认为，科学领域应该是最不讲究名分的，只有当院士真正回归于学术，淘汰所有类似于封建社会
等级制的身份认定，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院士选举的内耗与负效应问题，才能使全社会真正尊重科学、尊
重真正的科学家。“而这需要有自我革命、壮士断腕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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