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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一名 「90後」 博士當
選歐洲自然科學院院

士，成為 「世界唯一一位90後
院士」 的消息，早前引起廣泛
關注，但後來有消息指出，花
費低至35萬元（人民幣，下同）

就可以購買該院院士資格。到底是學術榮譽還是
商業交易？ 「洋院士」 的含金量受到多方質疑，
甚至被稱為 「克萊登」 式院士。據不完全統計，
2023年近20位中國人當選該機構 「外籍院士」 ，
2024年當選人數增至40餘位，多為高校教授和企
業高管。據大公報記者17日最新查詢，目前該機
構網站上的「院士電子百科全書」已被刪除，部分
高校和機構亦刪除了相關的 「院士喜報」 宣傳
稿。對此，中國科協官方微信公眾號表示，各部
門不應為 「投機者」 捧場站台。

此前部分內地媒體發布的資料中，歐洲自然科學院被
介紹為：總部位於德國漢諾威，由歐洲多國科學家組織成
立，採取嚴格的院士遞補制度，當選院士需要經過院士推
薦、形式審查、答辯審核、投票選舉、主席團審議、公證
員公證等嚴格的學術評審和法律流程，主要考察候選人的
學術成就、創造性貢獻和影響力。

評審嚴格？兩年增近1300院士
不過，宣稱有 「嚴格評審程序」 的歐洲自然科學院，

這兩年院士隊伍迅速壯大。公開資料顯示，2022年5月到
2024年4月間，該院院士數量就從425人擴張到1700人。

隨之而來的是對這間機構權威性的質疑。有不少內地
學者表示，曾收到推薦申報歐洲自然科學院外籍院士的郵
件，而郵件中提到需收取費用，有人說要40萬，也有人說
是35萬，甚至出現 「支付40-100萬元服務費，就能增選成
功」 的說法。對於這些質疑，有多名當選 「院士」 回應
稱，自己是通過官網提交材料申請，並未付費。有教授則
表示，歐洲自然科學院本身是不收費的，是有些代理機構
收取的翻譯和服務費用。

記者查詢發現，名為 「歐洲自然科學院中國人才技術
分院」 的微信公眾號已經被註銷。此前宣稱可以代辦外籍
院士申請評選的中介機構有的直接回覆 「已經不做歐自然
的申請了」 。

權威存疑 可享受院士待遇？
而姑勿論這家歐洲自然科學院的院士頭銜含金量有多

高， 「洋院士熱」 其實牽涉到學術界的資源分配問題。就
如一些 「洋院士」 中介機構的宣傳文案指出的，當選 「洋
院士」 可 「獲得國際聲譽和知名度；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和
合作項目；提升個人在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力，有利於推
動學術研究和發展；可能會獲得更多的學術資源支持，包
括項目資助、研究設備等。」

以此次事件中的 「洋院士」 為例，根據現有規定，
「洋院士」 無法與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享受相同
規格的待遇，但由於內地各地對院士工作站認定標準不
一， 「洋院士」 在部分地方亦可享受院士待遇。例如，雲
南臨滄市人民醫院官方微信公眾號去年稱，該院與一位歐
洲自然科學院中國籍院士簽約，建立院士專家工作站。

就此等現象，中國科協官方微信公眾號發表署名 「鍾
科平」 的評論文章提出，各部門機構不應為 「投機者」 捧
場站台。有關部門和機構要注重激濁揚清，着力為科技工
作者營造良好的科研條件和公平的創新環境。一方面，着
力清理各類 「野雞大學」 「山寨頭銜」 「違規評比」 「收
費表彰」 ，避免給任何取巧、鑽營的投機者站台，更不可
向其傾斜資源；另一方面，充分尊重並合理評價科技工作
者的勞動成果。

花錢得個花錢得個洋院士洋院士含金量有多高含金量有多高？？
中國科協官微中國科協官微：：不應為不應為投機者投機者捧場站台捧場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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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追蹤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報道

盛產 「外籍院
士」 的，不只歐洲

自然科學院一家，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多所
機構亦呈井噴狀。去年年底，一位 「90
後教授當選烏克蘭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的消息引發外界關注。多份通稿對烏克蘭
國家工程院（AINU）的介紹稱其 「擁有
160多位院士及130多名通訊院士，以及
50多名來自美國、加拿大、德國、俄羅
斯、以色列、中國等國的外籍院士」 。然

而，該院網站上外籍院士一列僅有86
人，且均為英文拼寫的中文人名，絕大部
分人名與近年國內宣傳稿件相對應。

AINU官網還聲稱，自1998年起，該
機構加入國際工程與技術科學院聯盟
（CAETS）。但在CAETS現有的33所成
員機構中，並未發現AINU。與烏克蘭國
家工程院名稱相似的烏克蘭工程院
（EAU），亦聲稱其37位外籍院士中18
位來自中國。上述兩家以烏克蘭為名的組
織在中文名稱上與烏克蘭最高科學自治組
織烏克蘭國家科學院（NAS）多有相
近。

此外，近年來也有多位國人聲稱當

選俄羅斯工程院（RAE）和俄羅斯自然科
學院（RANS）外籍院院士，而這兩家組
織的中文名稱也與俄羅斯聯邦最高學術機
構俄羅斯科學院（PAH）相近。

另外，名稱上的相近使大眾以至學
者都難以分辨一家組織的學術權威和口
碑，其中最典型的是歐洲科學院
（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
其名稱與歐盟的官方顧問歐洲人文和自然
科學院（Academia Europaea，也常譯
為歐洲科學院）相近。2022年，國際知
名學術期刊《自然》的網頁上就發表了一
篇 文 章 質 疑 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性質，提醒學人留意。

「為什麼你們的系主任薪水特別高
呢？」

「因為他是博士，Ph.D.。我沒有到過美
國，所以沒聽見過他畢業的那個大學，據說很
有名，在紐約，叫什麼克萊登大學。」

鴻漸嚇得直跳起來，宛如自己的陰私給人揭
破，幾乎失聲叫道： 「什麼大學？」

「克萊登大學。你知道克萊登大學？」
（《圍城》）

1947年出版的錢鍾書小說《圍城》寫道，
當時美國博士頭銜在中國很時髦，催生出 「克
萊登大學」 等出售文憑的生意，主角方鴻漸
與系主任韓學愈都是經 「克萊登大學」 購得
博士學位，後來大眾便將此類販售學位文憑
的 「野雞大學」 稱為 「克萊登大學」 。

巧借盛名 魚目混珠
難辨雌雄

「克萊登」
式院士為何有市

場？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
熊丙奇表示， 「水院士」 層出不
窮，與國內院士評選現狀有關。在
國內要獲得院士最高學術榮譽，
是十分困難的。於是，有的海外
機構就把目光對準國內高校、
科研機構、醫院的學者，做起
兜售 「院士」 頭銜的生意。

熊丙奇表示，在國外要
註冊一個 「山寨」 科學院並
非難事，因為國外實行的是
學術自治模式，一個機構的
學術權威性是否得到認可，
要由學術同行認證。這些
「山寨」 學術機構的 「院士」
「會員」 含金量根本得不到認可，卻
可以做販賣 「院士」 「會員」 頭銜的生
意，並借此牟利。

熊丙奇認為，事件背後也暴露出當下社會的
學術 「頭銜化」 與 「唯帽子論」 的問題。有關部門有
必要對 「花錢買院士」 傳聞進行調查，審查相關授予院
士頭銜的 「學術機構」 究竟是怎樣的性質，調查這些當
選 「院士」 是否存在購買 「院士頭銜」 的行為。對於
「山寨科學院」 ，要給出明確的說法，回應公眾關切。

陳志文亦給出三點建議：首先，應該消除信息差，
在根源上切斷投機牟利者的生存空間；其次，相關部門
可以對這些機構進行監管，如果是國外註冊的組織，在
國內運作就需要接受國內相關部門的監管；最後，當公
眾出現被誤導的情況後，應有權威聲音釐清真相。

記者調本發現，
網絡上有一些第三方

機構（以傳媒公司、人才培訓機構等為註
冊主體）把 「申請外籍院士」 做成一門生
意，密集向國內各級研究人員、企業家發
送邀請，申請費用在幾十萬元至上百萬元
不等。還有中介聲稱，交費包過，不過退
費。

一位高校老師表示，曾多次收到邀請
其申請歐洲自然科學院院士的相關郵
件，出於好奇詢問了對方申請院士需要
多少錢？得到的回答是35萬元。

社交平台上的一則某培訓機構廣
告也側面印證了傳言。廣告聲稱包括
歐洲自然科學院、歐洲工程院、俄
羅斯工程院等多個組織招募外籍院
士，流程是 「我們這邊先把老師資
料先發給國外，國外初步評選，覺
得符合條件會通知我們，初步評選

之後符合提交，是包過的，如果初
步評選不通過是不收費的……」
內地媒體此前亦曝光了一份掮客協

議，一家註冊於北京的傳媒公司收取80萬
元服務費，可幫助參選候選人申請歐洲自
然科學院院士。協議顯示，參選人的服務
費用為80萬，包括參選指導和外文版材料
製作、推選中的各種事務、特別推薦事宜
等產生的相關費用，但不包括甲方候選人
在參選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差旅費及相關衍
生費用。甲方通過轉賬方式支付至乙方
（某傳媒公司）指定賬戶，協議簽署當日
甲方向乙方支付諮詢服務費40萬，甲方候
選人成功當選歐洲自然科學院院士且官方
網站公示當日，甲方再向乙方支付諮詢服
務費餘款40萬。

部分中介熱推的
外國科學院
•歐洲自然科學院

•俄羅斯工程院

•俄羅斯自然科學院

•烏克蘭國家工程院

•烏克蘭工程院

譚華霖：
要深刻反思和改進

學術評價體系，以維護
學術界的健康發展。

King31：
要形成不斷發現不

斷曝光的態勢，人人知
而鄙之。以成果論英
雄，而非以帽子論高
低，不要弄反了。戴：

打破這種亂局的關鍵
在於打破帽子決定分配的
怪圈，建立行之有效的學
術評議方法，真正地解放
科研生產力。

小馬哥：
真正的學者也要

愛惜自己的羽毛，不
要是個帽子就往自己
頭上戴，為 「野雞」
科學院背書後又喊
冤。

Jane：
權威機構應

該公布一些認證
名單，只靠普通
科研人員，可能
很難鑒別。

網友熱議

▼以谷歌地圖查詢歐洲自然科學院官網顯示的地
址，可見地面是商店，看不出是一家學術機構。

學店掮客
評選包過

收費不菲

話你知

「克萊登」博士薪水高

唯帽子論
產生商機

專家分析

▼歐洲自
然科學院官網

發布了不少活動相
片，但大多數都似乎
與學術活動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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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歐洲自然科學院 「洋院士」現象，中國科協官方微信表示，各部門機構不應為 「投機者」捧場站台。圖為內地
某機構為一位歐洲自然科學院院士舉行頒證授勳儀式。

▶歐洲自然科學
院官網首頁是以
英文書寫，但網
站其餘大多數頁
面都是俄文。

◀內地1990年
電視劇《圍城》
中陳道明飾演的
方鴻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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