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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总工入围院士候选人？

中国工程院回应：
还不是有效候选人

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推荐增补院士要专业规范，不能有“小算盘”

2021年“两院”院士
增选尚处于推荐阶段，地
方科协推荐的人选能否
最终入围，还要看接下来
的审议情况。但是，对于
在公示阶段就备受争议
的推荐人选，应该重点复
核，及时回应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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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佳雨 刘虎

综合新华每日电讯、《科技日报》、人民
日报客户端、东方网等

2月17日，贵州茅台在其微信公众号
上发布了一条消息。消息中称，近日，多个
推荐单位公布了2021年两院院士候选人
拟推荐名单。茅台集团总工程师、首席质
量官王莉入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名单。

消息一出，网上立马“炸锅”。不少人
疑惑：一瓶白酒，酒精含量倒是不少，科技
含量到底在哪？更有人直言，一个品酒、评
酒大师担不起万众敬仰的科技泰斗。

更有人由此联想到多年前的“烟草院
士”争议，将王莉调侃为“酱香型院士”。

2月18日，贵州科协相关工作人员就
此回应，王莉是由贵州轻工业协会推荐，根
据她的获奖情况、论文著作、发明专利、科
技奖项等方面，作为她的评审资格条件，由
贵州科协组织的评审专家委员会，评审后
同意推荐，“她完全有这个条件，主要因为

‘茅台’是热点，使该事件成为热点。”
针对此事，中国工程院有关部门负责

人回应称，已经注意到贵州省科协院士增选
拟推荐对象的相关信息，茅台集团总工程师
王莉在公示过程中受到社会关注。根据院
士增选工作相关规定，中国科协提名是院士
候选人产生渠道之一，具体程序是经地方科
协推荐、中国科协组织遴选、报经中国工程
院主席团审议通过后方可成为有效候选
人。目前，王莉尚处于地方科协推荐公示阶
段，还不是中国工程院2021年院士增选有
效候选人。我们将继续关注相关情况。

争议焦点
茅台总工被推荐候选

是否符合院士推荐标准？

公开资料显示，王莉，1972年10月出
生，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研究员，研究方
向为发酵与轻工生物技术。

贵州茅台微信公众号文章显示，王莉
作为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入选中国酒业大师、首席白酒品酒
师、中国评酒大师。

文中还称，在获颁“贵州省省级高层次
人才服务绿卡”时，王莉曾表示，作为技术
行业的一名技术人员，将继续发扬勇于奉
献、攻坚克难、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精益
求精、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努力建设一支
更为强有力的工匠队伍和技术人才队伍，
助推茅台高质量发展。

“在贵州、在酒类行业，王莉已是大师，
可人们不禁疑惑：搞发酵研究参评工程院
院士，有这个必要吗？

东方网发布评论文章——“评酒大师”
不宜参评工程院院士。其中指出，首先，《中
国工程院章程》规定，工程院院士须“在工程
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
贡献”。王莉的贡献主要在茅台酒质量控制
以及酱香白酒品质鉴定、评定方面。这与

“品酒”和“评酒”密切相关，十分讲究人类嗅
觉和味觉器官灵敏性，而与工程科学技术

“重大的”“创造性”贡献相差甚远。
其次，王莉的开创性研究项目是“茅台

酒风味物质研究”，主要成果是“将感官分
析与仪器分析相结合”，使酱香型白酒的分
析研究从单纯的微量成分分析全面上升到

风味研究时代”。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将仪
器带进茅台酒风味物质研究，但仍然离不
开“感官分析”，无法摆脱个人感觉器官差
异化影响。因此，分析同一款白酒风味，不
同研究者难免会得出不一致的鉴定结论，
这种研究的科学性要大打折扣。

第三，白酒酿造行业讲究师徒传承，不
同酒企有不同师傅，会带出不同徒弟，自然
会酿出不同风味品质的白酒。事实上，不同
酒企之间，各有各的传统酿造技艺和特点，
在这些方面很难进行科学量化比较，无法将
某一个酒企的独家酿造技艺标准化、规范
化，并推而广之。换句话说，A品牌的首席
质量官，很难担任B品牌的首席质量官。

央广网评论文章则指出，推荐致力于
研究“酿酒”技术的研究人员评选院士，很
难代表“科技兴国”的战略方向，同时也会
引起人们对社会科研方向和院士推荐、评
选标准的质疑。

相关部门
“她完全有这个条件”
推选没有其他因素干扰

2月18日，贵州科协工作人员回应，王
莉是由贵州轻工业协会推荐，根据她的获奖
情况、论文著作、发明专利、科技奖项等方
面，作为她的评审资格条件，由贵州科协组
织的评审专家委员会，评审后同意推荐。

针对网友提出研究白酒也能成为院士的
质疑，工作人员表示，“她完全有这个条件。”同

时，其认为此事件引发网友质疑，“主要是因
为‘茅台’是热点，使该事件成为热点。”

该工作人员表示，此次中国工程院院
士推荐评选主要是根据被推荐人的理论方
面对行业的贡献为衡量标准，“王莉作为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国品酒大师，这些
头衔就是对她作出的贡献的认可。”

2月18日，贵州省推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候选人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接受《科
技日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截至2月4日，贵
州省科协共收到4个院士候选人的申报材
料，4 人均由各自单位组织申报。“我们专
门组织专家，对 4 人进行了严格的资格审
查，确认4人均符合申报条件，没有问题。”
这位负责人说，此后，贵州省科协组织召开
院士候选人评审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贵
州大学校长、贵州省科协副主席宋宝安领
衔的推选专家委员会参与评审。来自贵州
相关领域的 12 名权威专家被分成 4 个小
组，分别对 4 个候选人的申报材料进行了
认真审阅，在充分讨论后提出意见建议。
最后，经 12 名权威专家无记名投票，马建
峰获得全票赞成，周琦获得 11 票赞成，王
莉和张胜林均获得8票赞成，4人的赞成票
均超过了三分之二，符合相关程序。综合
考虑贵州实际情况及专家意见，最终，贵州
省科协确定 4 人为贵州推荐的院士候选
人，并在官方网站上进行了公示。

至于此次推荐候选人是否存在其他因
素干扰，这位负责人明确表示：“不可能！
我们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推荐工作，完
全没有问题，完全问心无愧！”

18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称，“两
院”院士是我国科学领域最高学术称号，每
年增补数额不多，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遴
选工作应该体现“有为者有位”，所有推荐
人选都要经得起专业检验。2021 年“两
院”院士增选尚处于推荐阶段，地方科协推
荐的人选能否最终入围，还要看接下来的
审议情况。但是，对于在公示阶段就备受
争议的推荐人选，应该重点复核，及时回应
质疑。“两院”院士增选事关重大，地方推荐
环节必须专业、规范，不能掺杂学术以外的
复杂利益考量和“小算盘”。要以对历史负
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规范开展推荐工
作，让作风正派、真正有科学精神和学术贡
献的人获得被认可的机会。

茅台总工被推荐
以何服众？

□蒋璟璟

院士推选再起波澜，就如同
以往类似案例一样，候选人的工
作单位、职业背景，再次成为了
舆论讨论的焦点。而事实上，这
未免有些先入为主了，须知两院
院士评选，最主要还是以“学术
成就”和“研究成果”说话。倘
若仅仅看到王莉是酒厂的总工
程师，就默认她不配、不适合成
为院士，这实则是有失公允
的。所谓唯才是举，应该是两
方面的、统一标准的：就院士推
选而言，既不能因为茅台而“优
待”王莉，也不能因为茅台而“歧
视”王莉。

茅台总工程师入围两院院
士候选人，有人直接冠以“白酒
院士”的戏谑称呼，极尽嘲讽之
能事；而还有一种声音则反问，

“白酒工程师怎么就不能当院
士？”说到底，就王莉能不能当上
工程院院士，绝不是公众和媒体
说了算，而是以“同行评议”为核
心的专业评选程序说了算。从
理论上说，在这整个过程中，“推
举单位”的影响力所占的权重是
相对有限的，真正要看的，其实
是技术突破的分量、成果转化的
效率以及所带来的经济产值等
等具体的指标。

我们已知，王莉是茅台的
总工程师；我们未知，王莉具体
取得了怎样的技术成果。在信
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立场先
行”注定是不理智的。倘若王
莉的研究，不仅只是狭隘地为
雇主创收增收，而是对白酒生
产流程的高效化、环保化、标准
化确有突出贡献，对白酒产品
的“减害”“增质”确有重大突
破，那么就是有资格去参选院
士的……只要不存在茅台滥用
支配地位“夹带私货”的情况，
只要坚持好专业主义和同行评
议，那么让王莉去公平竞争，就
没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了，茅台总工程师参选
两院院士，后续评选必须慎之又
慎。必须承认，白酒以及白酒行
业，一般来说并不符合促进公共
利益、造福社会的价值取向，其
更多还是以市场视角、经济效益
作为生存逻辑。从根本上说，评
选两院院士，与选拔“工匠大师”

“行业能手”终究不是一回事，
对于茅台总工程师王莉来说，
其学术成色、技术贡献，以及研
究成果的开创性、通用性以及
普惠前景，更该被严格评估、精
准评价。

茅台集团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王莉。图据贵州茅台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