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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给“烟草院士”的赞成票是怎么投出去的

“杀人院士”，是网友送
给来自烟草行业的新院士谢
剑平的戏称。

因其“减害降焦”研究是
被《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否定
了的研究方向，中国烟草总
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
谢剑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事，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舆
论直指“烟草院士”的出现不

仅是控烟失败的表现，更是
科技界的遗憾。

有关专家的质疑告诉公
众的是，谢的研究成果，既有
科学可信度问题，也存在科
学道德问题。比如国际上普
遍认为，卷烟减害不可能实
现，更重要的是，世界卫生组
织制定的《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已经把“低焦油”等视为
烟草营销的虚假、误导、欺骗
手段。果真如此的话，人们想
问的就是，那些投了赞成票
的院士为什么忽视了这些情
况？这恐怕是他们必须回答
的问题。

面对这个疑惑，除了中
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发表
的“两轮投票选出来就是有
道理的”言论外，目前尚无其
他说法，当事人谢剑平则一
直保持沉默。倒是评选时投
了赞成票的魏复盛院士回应
质疑的话，让人窥视到了一
丝内幕：他投赞成票的理由
之一竟然是，“烟草行业是我
国的纳税大户，烟草税收对
国家建设有重要作用”。至少
这张赞成票，代表的不是科
学标准，而是一个利益标准。
旭日干毕竟站出来表明了自
己的态度，其他投赞成票的

院士能不能也公开自己的投
票理由，以回应公众的质疑
呢？恐怕有这个必要。虽然科
学问题没有必要提交给公众
讨论，但对谢当选的争议，显
然已经不是科学问题了。一
个国家最高科学荣誉的评
选，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这和
社会生活一般层面出现的争
议不能同样看待。公众期望
的，是院士的评选能成为社
会公信力核心地带的一部
分，而不是相反——— 这个期
盼不算高，只能算是个底线
的要求。

从饶毅落选中科院院

士，到烟草专家当选工程院
院士，这个巨大的反差引发
了很多质疑。对谢的当选，有
人质疑院士制度本身，其实，
制度固然重要，但如果执行
这个制度的人成为扭曲制度
的内在力量，那么，良好的制
度设计最终也有失效的可
能。因此，对谢的当选，那些
手握投票权的院士有必要自
我反思。现在好像有一种不
良的倾向，那就是一遇到什
么问题，就习惯于笼统地归
咎于制度原因，甚至把所有
的污水都泼到制度身上，最
终不但个人的责任被淡化到

忽略不计，还能心安理得地
和别人一起来谴责制度不
良，其实这是一种劣质的文
化。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道德有时候是不可靠的，一
个人只有面对多重的考量，
才有可能做出更加慎重的选
择：假如每一张选票都必须
向公众公开，假如每个人必
须为自己投出的票担责，那
么我们相信，在院士评选中，
类似“烟草院士”这样的争
议，或许就不会再有了。

这或许是争议“烟草院
士”留给我们的思考。

封二

□余丰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
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
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
社会氛围(12月14日新华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了四个“牢牢把握”，作为第
二个的“牢牢把握发展实体
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格外受
关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经济经历了两波投机炒
作盛行甚至是猖獗的阶段。
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
中期的全民炒股、全民炒作
房地产，短短几年时间以海
南房地产近乎疯狂为代表的
房地产泡沫在全国泛起，最

终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风险
隐患。第二波炒作投机之疯
狂就是近十余年，房地产疯
狂到巅峰，股市被投机者炒
作得一直在大起大落、过山
车行情中前行。更加令人惊讶
的是，炒作投机之风潮从房地
产、股市开始蔓延到其他领域，
这是上一波没有出现的。大
蒜生姜等农副产品、艺术品、
煤炭资源等都被炒作得热火
朝天、泡沫泛起。在炒作投机
兴盛的同时，另一边的实业
实体经济空心化越来越严
重，这种状况恶化了中国经
济结构。同时，经济金融风险
正在急剧扩大，经济金融风
险隐患开始集中暴露。

更加需要注意的是，近
乎全民炒作的现象已经在影
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导向。

许多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在
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在想
方设法投机取巧赚大钱。与
此同时，踏踏实实想做实业
搞实体的人少了，一心创造
社会财富、靠实业实体致富
的人少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
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
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
致富的社会氛围。”这是非常
值得期待的前景。发展实体
经济，把生产力、资源都转移
到实体经济上，把国人从投
机炒作氛围中解救出来，培
育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
致富的思想和社会氛围，对
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都是
急需和非常重要非常必要
的。笔者预计，可能会有一系

列鼓励发展实体实业经济的
政策出台，包括税收、信贷政
策等。国家将会加大对实体经
济的资源配置，并将通过调控
引导各类资源进入实体经
济。同时，投机炒作领域将会
受到宏观政策的制约。

股市、楼市暴涨暴利时
代已经过去。投机炒作的股
市和泡沫风险容易泛起的楼
市短时期内不会有好行情，
提醒投资者注意。但发展实
体经济对股市构成长期利
好，实体经济发展好了最终
又能促进股市的发展，而且
股市的这种发展是以实体经
济良性发展为基础的，是没
有泡沫和风险的发展。

“发展实体经济”是股市的长期利好

假如每一张选票都必须向公众公开，假如每个人必须为自己投出的票担责，那么我们相信，在院士评选
中，类似“烟草院士”这样的争议，或许就不会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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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低端大众提供最
大的财政支持，高端奢侈医
疗则交由市场解决，这是最
合理的制度体系。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主
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
员余晖说。

明年面临通胀和经济
(增速 )双降的态势，货币政
策的“稳健”更多表现在灵活
性和前瞻性。从尺度上讲，是
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状态来
平滑下调经济下行的风险及
产生的波动。

———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
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说。

既然政府可以限定公车
采购价格不得超过18万元，为
什么不能给公务接待用酒设
定一个上限，比如500元呢？

———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
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说。

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社
会发展最有活力的阶层，是
整个社会结构中承上启下的
阶层，是社会的支柱阶层。中
国社会结构向橄榄形结构过
渡的过程，就是一个做强做
大的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实现
的过程。

———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
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利
宁说。

教师最应该关注的是学
生的身心健康、快乐，是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与塑
造，做到这一点教师们要做
到手下留情、嘴上留情、脸上
留情、作业留情！

———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校长吴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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