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科研中的地位和作用
方俐洛 凌文较

在
当

型

国

代中国
,

女性和男性同样享有接受高等教育和从事科学研 究的机会
。

她们正向过去曾是典

的
“

男性领域
”

自然科学
、

工 程技术等 进军
,

同样取得了卓越的业绩和辉煌的成就
。

在全

约 万各科技人员中
,

女性占三分之一
。

这个比例明显高于 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美国的一 些研究表明
,

尽管女科学家的工作和产出与男性一样好
,

但她们在寻求职业上有更多

困难
,

更少的晋升机会
,

较少达到高级职位
。

在各种学位水平上
,

在各种科学领域中
,

在各不同年龄

组中
,

妇女都有更高的失业率 妇女在每种就业类型 中
,

在各种专业水平上得到的工资较少
,

等级也

较低
。

类似的结论同样可以从法国和英国的研究中得到
。

与男性相比
,

不仅妇女成为科学家有困难
,

而且当她们去克服困难
,

想在仍然保留男性特权的科学领域中得到公认时也有困难
。

她们认为
,

妇

女在科学技术的地位较低
,

是心 理
、

认知
、

社会因素的差异产生了男性和女性在职业中
“

统计学上

的
”

差异
。

对新西兰妇女在科学上的地位较低的解释是
,

由于性别角色的社会进程的传递

和通常在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配
,

往往使妇女回避科学职业的选择
。

在中国
,

妇女地位无疑是大大

地改善了
。

然而
,

同样由于心理
、

认知
、

社会因素的影响
,

中国妇女在科学领域中亦遇到许多类似西

方国家的问题
。

关于女性在科学技术中的地位问题
,

如同其它的社会问题一样
,

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

本文并

不打算就此问题进行全面 的讨论
,

只想根据我们在
“

科研单位的组织与业绩的国际比较研究
”

课题

中获得的调查资料
,

来分析我国的女科技人员在研究工 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

并对影响其地位与作用

的一些科研工 作中的因素进行探讨
,

还与芬兰
、

比利时
、

瑞典
、

奥地利四个欧洲国家进行比较
。

“

科研单位的组织与业绩的国际比较研究
”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政策司主持的
,

先后有

个国家参加的国际比较研究课题
。

我们参加 了这项研究
,

用联台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一套标准问

卷
,

在我国 个科技重点城市
,

按 种系统 科学院机构
、

部委机构
、

高等院校机构
、

地区机构 对

个研究单位进行了调查
。

被调查的研究单位的基本成员总数为  人
,

其中研究单位负责人

 人
,

科学家 程师  人
,

合计 人
,

占 技术员 人
,

占
。

其中
,

男性

人
,

占
,

女性 人
,

占
。

被调查的女性三 类人员的平均年胎结构为 研究单位 组 负

责人为 岁
,

科学家工 程师为 岁
,

技术员为 岁
。

中国女性在科学研究中的一般状况

一 般都把女性科学家工 程师的比例看作是衡量各国妇女在科学中的地位的指标之一
。

我国不

同学科的科研单位中女性和男性人员的比例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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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国不同学科的科研单位中女性和男性人员的比例

自自自然科 学 工程科学 其 它 总计计

人人人数 人 人数 人 人 数 人 人数 人

女女女 组长 单位负责人  

性性性 科学家工程师师  !  ! ∀

技技技术员员   

小小小计计

男男男 组长 单位负责人  

性性性 科学家工程师师  !   !

技技技术员员

小小小计计  !  !

总总总计计  !
,

从宏观统计数字看
,

在我国科研单位中
,

女性和男性人员的比例为
,

而且在不同学科和不

同系统科研机构中
,

两者的比例也大致如此
。

但从他们在科研单位中的地位来看
,

在低水平的技术

员级上两者比例几乎相等
,

女性略高于男性 而在科学家工程师 包括 组长 级上
,

女

性与男性的比例则为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
,

两者比例为
,

在工程科学领域中
,

两者比例

则为 可是在高责任的位置 组长 上
,

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却为
,

尤其在工 程科学领

域的组长中
,

两者比例高达
。

表 列出了中国与芬兰
、

比利时
、

瑞典
、

奥地利四个欧洲国家各类科技人员中女性的百分比
。

表 五国各类科技人员总数及女性的 百分 比

中国 芬兰 比利时 瑞典 奥地利

人数 人 人数 人 人数 人 人数 人 人数 人

组长 单位 负责人

科学家工程师

技术员

 

 

   

注 人数为各类人员总数
,

比例为女性所占百分比

从表中我们可看到各类人员中男女比例的差异
。

在研 究组长中
,

女性所占比例
,

中国约占
,

是这几个国家中最高的 最低的是奥地利
,

只占
。

在科学家工 程师中
,

中国约占
,

也

是这几个国家中最高的 最低的仍然是奥地利
,

只占
。

在各国技术员中
,

女性比例普遍较高
,

多

数国家超过半数
,

瑞典高达  
。

这一状况反映出我国政府较更为重视妇女在科技领域中的地位
,

较更为注意发挥妇女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

但尽管如此
,

女性比例仍低于男性
,

与她们在人口中所

占比例是不协调的
。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
,

心理上的
、

生理上的
、

认知上的
、

文化传统上的
、

社会上的等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影响因素
。

中国女性在科研活动中的作用
、

在各类活动上的时间分配

研究组代表着在科学活动中有组织使用的一种非常具体的形式
。

研究人员在研究与开发和其

它所有活动中的劳动分工
,

反映了更广泛的科学集体的价值
,

也为在科学研究上的性别间的平等提

供了一种极好的试验场所
。

我们得到了各类人员在研究组内和组外的各类活动的质和量两方面的

详细资料
。

表 给出了我国研究组中男女成员在各类工作中时间分配上的百分比
,

以作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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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国研究组男女成员在工作时间平均分配上的比较

活活动种类类 研究与开发发 教学学 科技顾问问 其它科技活动动 行政管理理 日常事务务

本本本 科 工工 女女   

组组组 学 程程 男男
平平平 家 师师

, 二二  爷 苦苦 苦 赞赞

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用用用 技技 女女

时时时 术术 男男    ! ∀ ∀∀∀ # ∀    ∃ %

员员员员 FFF 0
.
95555 0

.
42333 0

.
56888 0

.
69777 1

.
59888 16

.
018 二 ,,

组组组 科 工工 女女 3
.
9666 0

.
7999 0

.
6999 1

.
8111 2

.
155555

外外外 学程程 男男 4
.
8333 1

.
3222 1

.
4111 2

.
0777 2

.
322222

平平平 家师师 FFF 2
.
49444 4

.
441 关关

1 1
.
2 4 5

斧 关关
1
.
0 1 555 0

.
2 7 77777

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用用用 技技 女女 4

.
8 777 1

.
2 555 0

.
7111 1

.
0666 0

.
944444

时时时 术术 男男 3
.
4 333 0

.
9 666 0

.
3999 1

.
6777 1

.
633333

员员员员 FFF 1
.
29000 0

.
17666 0

.
64000 1

.
44777 1

.
8300000

注
:1 、

科学家工程师
:
男一 11 1 4

,

女一 46 8
;技术员

:
男一 13 7

,

女一 15 8

2
、

此表中的科学家工程师包括 R U 组长

3 、

F 考验是统计学上平均值差异性的一种检验方法
。

P 值表示 F 检验的差异显著性水平
。

, , 代表 P < 0
.
0 1 ,

表示差异
“

非常显著
” ; 二

代表 P < 0
.
0 5 ,

表示差异
“

显著
” ; 若 P < 0

.
05

,

即使平均数之间有差异
,

在统计学上也被认为
“

无显著性差异
” 。

( 下同 )

表 3 表明
,

(1 ) 在本组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中
,

女性科学家工程师所用时间明显多于男性
;(2) 在

本组的行政管理活动中
,

男性科学家工程师所用时间明显多于女性
,

这显然与男性 R U 组长四倍于

女性组长有关
;(3) 男性科学家工程师用于组外的科技顾问工作和教学的时间明显多于女性

,
( 4) 在

用于日常事务的时间上
,

男性科学家工程师及技术员都明显多于同一水平的女性
。

由此可见
,

我国

的女科技人员是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在本单位的研究与开发上了
。

对于一项研究和开发工作来说
,

全身心地投入是完全必要的
,

反之则将无所成就
。

但是对于科技人员来说
,

多种多样的科技活动是

增加知识
、

激发动机
、

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必要条件
。

我国的女性科技人员在这方面有不足之处
。

2

、

对不同类别的研究与开发任务参与投入的程度

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的内容
,

即让研究组成员(组长
、

科学家工程师
、

技术员)对他们参与研究

与开发任务的平均时间的程度以 5 等级作出评价
:5 为很多

,

3 为中等
,

1 为很少戴没有
。

表 4 是中

国男女性研究组成员的比较和中国女性研究组成员与欧洲 4 国女性成员的比较
。

表 4 五国男女性研究组成员在研究与开发任务中参与程度的比较

研研究 与开发任务类型型 中国男女性成剧剧 5国男女性成员的比较较

女女女女 男男 F 中国 奥地利 比利时 芬兰 瑞典典

分分分 认识和确定与工作有关的领域域 3
.
0999 3

.
4000 32

.
30 一 长 赞 一 2 3 一 8 一 18 一 555

析析析 问题的形成
、

确定 和分析析 3
.
0444 3

.
4777 67

.
08
.
一 , , 一 9 + 5 一5 一 888

性性性 提出和说明各种假设设 2
.
6444 2

.
9666 35

.
03 一 签 井 一 1 1 一 13 一 16 一 444

维维维 选择工作方法
、

技术和仪器 等等 3
.
1888 3

.
2888 3

.
96 一 苦 一 2 0 一 9 一 15 一 1 111

度度度度度度度

经经经 文献查阅阅 2
.
9999 3

.
2777 36

.
14 一 , , 一 5 + 5 一 5 一 888

验验验 收集和提出数据据 3
.
8888 3

.
6111 24

.
98 + , , 一 0 一 6 + 6 十 1444

性性性 分析说明研究成果
,

作出结论论 3
.
1555 3

.
4888 33

.
47 一 爷 关 一 1 1 一 4 一 1 一 222

维维维 论文撰写
,

发表研究成果果 2
.
4000 2

.
7222 28

.
88 一 关 关 一 8 一 6 一1 一 333

度度度度度度度

注
:“

+
”

表示女性高于男性
, “
一

”

表示女性低于男性
; 二

P <
0

.

05

, * 二
P
<

0

.

01

结果表明
,

在中国男女性成员比较中
,

在
“

收集和提出数据
”

一项共
,

我国女性科技人员显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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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男性
。

在研究与开发的其它各项任务中
,

男性均高于女性
,

而且都有显著差异
。

同时
,

我们还将中国女性科技人员在研究与开发的不同领域中的参与投入的程度与其它 4 个

国家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

其它 4 国的数据引自 V
.
St ol te一H ei sk an en (198 3)的资料

。

她是采用百分

数来比较男女科技人员参与各种活动上的投入
。

女高于男为
“

+

” ,

女低于男则为
“
一

” , “
十

”

戴
“
一

”

后面的数字为百分数
。

我国的统计数据是五等级评分
,

将男女得分的均值进行 F 考验
。

女性得分在

统计上显著大于男性的为
“

+

” ,

反之则为
“
一

” 。

从 表 4 横向来看
,

在
“

认识和确定与工 作有关的领域
” 、 “

提出和说明各种假设
” 、 “

选择工作方

法
、

技术和仪器等
” 、 “

分析说明研究成果
,

作出结论
”

以及
“

论文撰写
,

发表研究成果
”

等活动领域
,

几

乎所 有的国家的男性科技人员参与投入的程度都大于女性
。

而在
“

问题的形成
、

确定和分析
” 、 “

文献

查阅
”

和
“

收集和提出数据
”

上
,

不同国家之间有所差异
,

特别在
“

收集和提出数据
”

上
,

绝大多数国家

的女性科技人员都 高于男性
。

从表 4 的纵向来看
,

在中国
、

瑞典和奥地利
,

只有在
“

收集和提出数

据
”

这一领域中
,

女性不低于男性
。

综台以上结果
,

一方面表明我国女性科技人员在研究与开发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与男性有些不

同 ;另一方面
,

上表所列的
“

研究与开发任务类型
” ,

从
“

认识和确定与工作有关的领域
”

到
“

论文撰

写
,

发表研究成果
” ,

实际上进行一项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一系列步骤
。

要独立地进行一 项研究与开发

活动
,

必须认真地投入每一项工作
。

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
,

我国女性科技人员只在
“

收集和提出数

据
”

的投入程度上高于男性
,

这种个人的参与和投入程度因素又必然地影响女性科技人员在研究和

开发中的地位
。

妇女地位问题是一 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

我们只能通过调研的数据对我国女科技人员的地位做

初步的研究
。

本文说明了以下几项结果
。

1

、

本文获得了我国男女科技人员的比例
。

通过与其它国家的比较
,

我国的女科技人员的比例是

最高的
,

这一状况反映出我国政府较更为重视妇女在科技领域中的地位
,

较更为注意发挥妇女在科

学研究中的作用
。

但尽管如此
,

女性比例仍低于男性
,

与她们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是不协调的
。

造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
,

心理上的
、

生理上的
、

认知上的
、

文化传统中的
、

社会上的等等因素都可

能成为影响因素
。

2

、

通过在各类活动中的时间分配的比较
,

发现我国女科学家把工 作时间几乎全用在单一的研

究工 作上
,

很少参与教学和管理及顾问咨询工 作
。

她们的活动缺乏
“

多样性
” ,

这将影响她们的科学

业绩
,

也是影响她们在科学中的地位的一个原因
。

3

、

通过在对研究与开发的各种任务的投入程度的比较
,

发现我国女科技人员在绝大多数的项

目中
,

参与投入的程度都显著低于男性科技人员
。

这也是影响女性科技人员在科学中的地位的一个

原因
。

要改变女科技人员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就女科技人员自身来说
,

至少要从两方面着手
。

第

一是增加她们科技活动的多样性
,

以开阔眼界
,

激发创造性思维
,

提高科研业绩
。

第二
,

女科技人员

要增强对研究和开发的各种任务参与投入程度
,

增强科学动机和为科学献身精神
,

方能在科学研究

中多做贡献
,

从而提高自己在科学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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