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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_E8_80_83_c26_650010.htm 让院士制度回归学术本位，不

单关系到院士的学术权威、平息一些不必要的学术之争，更

关系到学术公平的维护、科学创新的动力 近些年，曾经高高

在上的科学家们，越来越走近了大众。遗憾的是，不少人“

走得近”却非关科学，而是各种攻讦。院士的神圣感正被渐

次消解，甚至让人担心院士新闻会越来越多地从科教版做到

社会版甚至是娱乐版去了。 最近的一起，是中国农业大学老

院士李季伦领衔实名举报另一位资深院士、原农大校长石元

春涉嫌利用职权进行学术剽窃。很快，石元春奋起反驳，更

有农民站出来为之喊冤。举报者言之凿凿，反驳者义正辞严

。这场官司，看来只能有待权威学术调查来澄清是非了。但

对圈外的看客们来说，这不过是给诸如“人耳鼠”是真是假

、北大著名海归科学家饶毅“意外”落选院士、某院士候选

人被妻子举报道德败坏等“院士新闻”又添新料而已。 当然

，从积极的意义分析，这足以说明舆论监督与社会监督正逼

近象牙塔尖的学术精英。在我国的科学管理体制下，科研所

占用的也是公共资源，接受监督无可厚非，这有利于原本神

秘的院士遴选以及学术成就走向公开透明，或有利于院士制

度以及运作方式更加规范完善。 但是，有关院士的种种负面

新闻，也足以引起反思。请访问百考试题网站/ 前溯到被认为

解决了世界性饥饿难题的袁隆平这位47年来不断攀登科学高

峰、有“东方魔稻之父”称号、刚刚创造了杂交水稻新纪录

的“人民农学家”，十余年前曾经落选院士。忆及此事，宽



容的他只是说，两院院士评选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门户之见

。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也说，袁隆平完全有资格当

选院士，落选只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而一些在海外权威

学术团体获评“外籍院士”或获得重量级国际科学大奖的科

学家，在国内的院士选拔中却屡屡碰壁，或能说明类似的“

历史性误会”，并不鲜见。 为什么院士的学术权威性屡受挑

战和质疑?这或许与其间掺杂了过多的非学术因素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院士”这个头衔早已不只是对科学家个人的学

术认可那么单纯了。每每到了评选院士阶段，一场集体性的

“院外”公关就紧锣密鼓地进行。圈内人心知肚明，每个大

学都有一笔专门申请院士的公关经费，这个投入产出是相当

“划算”的，一旦产生一个院士，为这所大学带来的社会荣

誉、领导认可、附加大笔资金的科研项目，甚至是招生的广

告效应，都会纷至沓来。其结果便会出现，本该是最顶尖的

科学家群体中，潜规则也在大行其道，而学术净土却不那么

干净。 院士制度回归学术本位，这不单关系到让院士的学术

成果足以服众，平息一些不必要的学术乱象，更要紧的，是

维护学术的公平。因为，已不单纯的院士象牙塔，可能反而

镇住了科学创新的强烈冲动，伤害了学术的健康发展。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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