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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西安一名 90 后博士
当选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成为
“世界唯一一位 90 后院士”的
消息，引起广泛关注，“洋院士”
的含金量遭受质疑。
　　网上流传的一份名单中，
2021 年至今，60 多名国内人士
戴上了这一头衔，其中不乏高校
教授和企业高管。“洋院士”含
金量质疑下，他们正紧急去掉头
衔。

“洋院士”们正紧急去掉
头衔

　　“花 40 万可买欧洲自然科
学院院士”相关信息引发舆论关
注后，5月 7日至 8日，有媒体
查询发现，欧洲自然科学院官网
上此前被指“超三分之一疑似中
国人”的“院士电子百科全书”
页面一度消失不见；5月 9日，
该页面再度出现，但名单中部分
疑似中国人的人名不见了。
　　5月15日，中新网查询发现，
欧洲自然科学院官网上的“院士
电子百科全书”栏已不再显示。
　　“欧洲自然科学院新晋院士
颁证授勋仪式在京举行”“XXX
当选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 /外籍
院士”……近年来，此类消息层
出不穷，并多次出现在高校、社
会组织和媒体的通报及报道中。
　　中新网梳理发现，网传名
单中的 60 多名欧洲自然科学院
院士，目前仅有十多位院士的当
选消息还在其所在高校或企业官
网、当地官方平台的通报中，多
篇院士当选消息已被高校官网或
官方平台删除，不过仍有多位人
士的百度百科保留“欧洲自然科
学院外籍院士”的头衔。
　　针对井喷式的欧洲自然科学
院院士现象，中国科协近日发文
呼吁，各部门机构不应为“投机

者”捧场站台。

遭受争议的“洋院士”还
有这些

　　其实，不仅是欧洲自然科学
院院士，近年来，还有一些海外
院士遭受争议。
　　去年 12 月，针对某高校 90
后教授当选乌克兰国家工程院外
籍院士，有网友评论“含金量低”。
今年 2月，有 B站 up 主质疑某
几位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没有
过硬的研究成果，在网上引发热
议。
　　中新网注意到，社交平台上
有不少关于如何评选外籍院士的
帖子。在这些帖子中，除了欧洲
自然科学院，在列的机构还有俄
罗斯工程院、俄罗斯自然科学院、
乌克兰国家工程院等。
　　上述机构均显示为“公共组
织”。俄罗斯工程院的官网上，
介绍其为“全俄公共组织”。乌
克兰国家工程院官网显示，其“自
1991 年以来一直作为公共自治
组织运作”。俄罗斯自然科学院
官网显示，这是一个“全俄罗斯
公共创造性科学组织”。欧洲自
然科学院院长弗拉基米尔·蒂明
斯基 (Vladimir Tyminskiy)，
还是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及名
誉首席科学秘书。
　　其中，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的
维基百科特别标明，该学院与俄
罗斯科学院没有关联，因许多成
员缺乏科学资历而受到批评。
　　上述机构中，很多在中国设
立分支机构，近年来不断扩大其
院士队伍。例如，据媒体估计，
2022 年 5 月到 2024 年 4 月间，
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数量增长
300%。中新网发现，还有学者一
人便拥有俄罗斯工程院院士、乌
克兰国家工程院院士、俄罗斯自

然科学院院士三个头衔。
　　近日，中新网咨询一位中介
关于评选外籍院士的信息，被告
知“目前比较敏感，这个时候别
申请，过段时间”。

“克莱登”式院士为何有
市场？

　　争议之下，有网友用“克莱
登”式院士和方鸿渐代指“洋院
士”。外籍院士都是山寨院士吗？
“克莱登”式院士为何有市场？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
委员会委员陈志文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类似组织机构按相关
国家的制度的确存在，只是不像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这样有
公权力做信用背书。而中外的制
度、文化差异给了太多人钻空子
的机会。
　　一位高校学者在接受中新网
采访时表示，很多国外院士确实
是很高的荣誉，具有很高的含金
量，但国外同时也存在很多民间
机构，甚至山寨机构，院士的头
衔可以花钱购买，对此需要理性
看待和辨别。
　　该学者认为，“洋院士”之
所以在国内有市场，是因为院士
的头衔不只是学术荣誉，还跟利
益挂钩，能够参与资源分配，“利
益太大了，就会导致有人愿意花
费资源去谋求，有人也会愿意被
资源收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对中新网表示，国内社会
对院士头衔有一种超越学术的追
求。由于需求远远高于供给，导
致了许多人“买院士”。在这一
土壤环境下，建立规范专业的评
价机制，减少学术荣誉的功利性，
是消除“洋院士”井喷现象的基
础。

40万可当选？“洋院士”疯狂扩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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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浏阳，千年古县、将
军之乡，三山(大围山、连云山、
九岭山 )耸立，三河 (浏阳河、
捞刀河、南川河 ) 奔涌，造就
了优美生态环境、深厚文化底
蕴、独特民俗风情，为发展民
宿产业、乡村旅游创造了得天
独厚条件。
　　近年来，浏阳市抢抓文旅
复苏机遇，深度挖掘特色优势，
开发“研学游”“美食游”“赏
花游”“耕读游”等多样旅游
业态，推动民宿产业快速发展，
全力打造“三湘民宿第一高地”。
目前，浏阳拥有民宿 910多家、
客房 2.9 万余间、床位 4.5 万
余个，形成道官冲、大围山、
宝盖、西溪、周洛“五大民宿
聚集区”，以及农耕体验、森
林度假、民俗风情三大类民宿。
　　道官冲位于浏阳张坊镇上
洪村，曾是典型“空心村”。
近年来，通过做好非遗文化挖
掘保护、文旅资源活化利用，
为乡村振兴和百姓共富增添了
新动能。如今，道官冲聚集了 9
项非遗项目、12位非遗传承人，
建设了古法造纸研学馆等 5 个
非遗场馆，精心打造了 11 家非
遗主题民宿，带动 100 余名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村民们
通过参与经营民宿、研学、餐饮、
出租闲置房屋等方式获取收益
1400 余万元，其中民宿经营收
入 700 余万元。
　　位于浏阳沿溪镇大光圆村
的五号山谷，在改造传统民居
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度假元
素。山谷里每间房都与自然山
水融为一体，成为浏阳加快高
端化乡村民宿业态发展的生动
实践。
　　以道官冲、五号山谷为代
表，浏阳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
大围山、张坊镇、沿溪镇、古
港镇民宿集群 ( 村落 )，在湘赣
边地区已然形成了一条特色鲜
明的“浏阳民宿带”，有效带
动全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2023 年，浏阳民宿总接待
量约 23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约 51.7%，实现营业收入约 9.4
亿元，同比增长约 48.3%。今
年春节期间的“烟火浏宿中国
年”系列消费活动，民宿总订
单量达到 2770 单，同比增加
168.7%，总营业额近 200万元，
同比增加 207.4%。

湖南浏阳多样旅
游业态推动民宿
产业加速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