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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一个“临时工”

院士增选祛除“官味”
让科研学术回归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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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启动，明确要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

不作为院士候选人”。专家认为，类似张曙光等官员竞选院士的现象可以受到限制，但按

此规定，大学的校长也无法再成为院士候选人。（1月7日《新京报》）
过去一些年，权力越位致使院士增选“官学”混乱，表现之一就是屡屡出现央企高管

和政府高官成为候选人，甚至当选的情况。院士增选歪风邪气让人心痛。鉴于此，下决

心改革院士增选机制不仅仅是很有必要，而且是必须的。

当然，一刀切拒绝一定级别的官员参选，也是不合适的。不否认有些官员确实在科研

学术上造诣匪浅，不应该受到排斥。不过，于当下而言，矫枉过正很大程度上讲也不奇怪。

此前，官员参选院士，只不过是我国院士制度存在的问题之一。其实，即便不是官

员，一些院士候选人拉关系、包装成果，甚至造假的事情也很多。必须正视，我国院士头

衔的“含金量”过高，引发一系列问题：院士兼职多、院士增选“官学”混乱、甚至劣币驱逐

良币、院士退不了休……一些地方还不惜代价引进院士。就像前几年，辽宁省出台奖励

措施，引进或培养出一名院士奖励1亿元。

其实各个地方和单位，对于院士的引进、增选和让其发光发热不能随便退休的热情，

体现了全社会对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鼓励和尊重。同时，过度的热情和奖励、离不开，也

暴露出大问题——院士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实际可以带来的收益，无论对个人还是所在

单位、地区也是十分显著的。

说来说去，中国的科学技术体制，还延续着举国体制的沉疴。我们的两院院士行政

性、权威性的色彩太浓了，两院既是科研学术机构，又是半权力机构，院士的名头自然值

钱。不仅大而全，且科研、咨询、学术评价样样都包，院士实际上集行政权力和学术、科研

于一身。

所以不奇怪，为什么这么多的地方政府和单位都热衷于引进、增选院士，同时让老院

士直到80岁都还要工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于科学技术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给予尊

重是正常的，这是一个社会健康、正常的激励机制。但科学和权力应该各自归位，互不干

涉倾轧。比较各国院士制度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实体性且大而全的科学院除了俄罗斯

等少数国家有之外，多数国家只有松散的科学学会。他们只有会员没有院士，即便因为

翻译问题，国内叫他们为“院士”，其实人家的“院士”和我们的也不同。

很多国家的科学学会会员（院士）往往还要自己交会费，并形成了良好健康的学术共

同体。这样的会员更多的是荣誉称号，不代表最高学术称号，即便是也只是最高学术称

号之一。这样的科学学会，不直接承担科研项目，以确保学会的组织管理以及会员的科

研活动有充分自由度、独立性。我们的科学体制也好，两院院士遴选、退出机制也好，都

应该朝着类似方向迈进。

唯有让科学和权力归位，科研学术领域建立起良好、值得信任的共同体，院士遴选

和退出才能保证公开公正公平，官员或一定级别的人候选，也才不会遭受非议。而在一

个好的科研学术氛围之下，大部分学术型官员和不合格的科学家也会主动避嫌，不会过

分争夺院士的头衔、学术上的领军人。

“一元房产契税”
是一种民生让渡
□罗志华

郑州市日前出台房产过户新政，明

确郑州市直系亲属房产过户时，交易价

格可以自己决定和随意申报，只要打得

出税票就行。换言之，只要税费大于 1

元，相当于房屋交易定价 20 元，就可以

办理交易并过户。（1月7日《大河报》）
包括过户税费在内的房产契税，是

地方财产极为可观的一笔税收。为了确

保财源，各地会想办法堵塞漏洞。而在

房产交易当中，极容易想到的一种偷税

漏税的办法是，买卖双方故意把房屋的

合同价格写得很低，而实际交易价格要

远高于合同价格，这样就起到了少交房

产契税的作用。对于这种偷税，税务部

门用自己评估定价的办法来加以应对。

但这样的措施，也加大了直系亲属

房产过户的税费，不仅加重了家庭负担，

也割裂了亲情。而直系亲属之间的过

户，不管是继承也好，赠与、买卖也罢，都

与市场交易行为有本质区别，税务部门

应该区别对待。郑州的过户税费新政，

可以理解为一种针对性很强的减税政

策，或者不如说，是针对直系亲属间的民

生让渡，并且，这种让渡具有普惠性。这

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将使代际间的房

产继承，不至于导致财产大幅缩水。

当然，这一新政也要做好风险防

范。实际操作中，要做到趋利避害，使这

一新政既惠及所有家庭，又不至于产生

负面影响，还需更加细致的规则设计。

□朱少华

1 月 4 日上午，12 名投资人聚

集在山西朔州市发改委办公大楼

楼顶，引发大家的关注。这 12 名

人员参与了山西和利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集资，之所以选择聚集发改

委楼顶，主要是因为发改委下属的

散装水泥办主任马爱斌“携款 1.8

亿”逃匿。因为马爱斌除官方身份

外，另一个身份就是和利公司的大

老板。朔州市发改委回应马爱斌

身份问题时，称其是“市散装水泥办的临时负责人”。（1月7日中广网）
按理说，这12名欲跳楼的人员参与的是山西和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集资，现

在集资款被这家公司的老板卷跑了，被骗人员应该直接找和利公司，即便是要跳楼

也应该去和利公司的大楼，怎么偏偏选中了与和利公司“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朔州

发改委了呢？初看起来，朔州发改委不仅“冤枉”，甚至“冤枉得大了去了”。

但是，一个“临时工”让人们看到，发改委不仅不冤枉，其幕后有可能还隐藏着

更大的秘密。按照发改委的说法，这家和利公司的老总马爱斌，同时又是发改委下

属的“市散装水泥办的临时负责人”。这看似两种不相干的身份，实际上这个“负责

人”在集资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不仅非常大，甚至远远超过其公司老总的名头。

因为这个“负责人”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就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官员，民营公司会

垮，政府部门却不会垮。可以说，许多人之所以肯把所有积蓄拿出来参与集资，冲

的不是和利公司，而就是朔州发改委。因此，发改委在这里不是被集资者当成“替

罪羊”，实际上是自己主动充当了“替罪羊”。按照职能，“散装水泥办”实际上是一

个管理和执法的双重机构，这样一个重要岗位的政府官员岗位却聘用一个临时工

担任？这里面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发改委不妨晒一晒吧。

采购木马病毒
公安分局为哪般？

有媒体曝温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公安分局采购打码器、木马病

毒，并在网站上公开招标。看看

用途：能实时监控手机通话、短

信、照片等信息，立刻就不淡定

了。警察破案或有此需要，问题

是如何确保不会被任性地用到

普通公民身上，还是解释一下

吧。@新京报

用工行卡的注意
95588电话有假！

近日，已有多人收到工行

“95588”发来的短信，称网银密码

过期，或者可提高信用额度，只

要听了他的，卡上的钱就全被骗

子转走！其实，这是骗子修改了

短信号码，已有很多人被骗！提

醒：收到类似短信、电话，务必与

银行核实。@央视

路就在那里，收不收费与穷人富人无关

有车的不见得就是富人，高速路富人用穷人也会用，与是否收费无关。收费无

可厚非，能让收支透明化就行，但政府找借口要延长收费，就让人很难接受，官员所

谓“高速免费是穷人补贴富人”的说法，难免有转移话题的嫌疑。@人民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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