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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科技工作者科技活动权重及科技发展思考

   摘 要：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现状及科技活动作了描述，就女性科技工作者从事的科技活动的比例、

权重、责任等进行了分析，并就存在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关键词：科技工作者 现状 科技发展 对策 女性 

 

１、世界诺贝尔奖女性获得者 

回顾诺贝尔奖百余年的历史，其中获得自然科学奖项的女性仅有10人，而获此殊荣的男性却达400多

人。在科学界，女性的人数要远远少于男性，而担任要职或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在世

界范围内，只有５％～１０％的女性在科学界起带头作用。2003届“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

女科学家成就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欧莱雅世界青年女科学家奖学金”颁奖仪式隆重举行，20位来

自世界五大洲的女科学家分别获得了这两个奖项。其中李方华教授是我国单晶体电子衍射结构分析的开创

者，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是中国女科学家首次摘取有“女性诺贝尔科学奖”之称的桂

冠。 

２、20世纪中国女性在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1992年，大学生及研究生中的女性比例分别达到33.7％和24.8％，在大学工科毕业生中女性也达到

27％。自1982年恢复学位制到1993年，中国已有1149名女性获得了博士学位，占博士总数的9.4％。 

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在近3000名教师中，约1/3是女性，其中有19位博士生导师、68位

教授、300多位副教授。全国有20多位女性担任了大学的校长、副校长。1990年全国评选出的50000名特级

教师中，女教师占70％。1993年，全国共表彰、奖励“全国教育系统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5971人，其

中女性1702人，占总数的28.5％；评选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592人，其中女性150人，占总数的

25.3％。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女性科技人员的培养，致力于改善她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鼓励和扶持她们进行

科学研究。不少妇女跨进了高能物理、遗传工程、微电子技术、卫星发射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与男科学

家一道取得了突破性成果。1993年，中国已有女科技人员809.7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35％。在中国科学

院，女性担任研究室主任的有186人，占11.9％；任课题组长的有514人，占14.8％。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具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科学家中，女性占40％以上；院级112个重点科研课题中，女课题负责人占47.3％。

1993年，有29名妇女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占总数的5.4％。截止1992年，有204名妇女成为国家级专家，

占总数的5.7％。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中，女性有11374人，约占总数的10％。中国妇女已成

为科技界一支重要力量。 

在医疗卫生事业中，中国妇女做出了突出贡献。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

主任委员的林巧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生前长期从事妇产科的教学、科研和妇女常见病、多发病的普

查普治工作，是开拓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杰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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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21世纪我国部分女性科技工作者站在科学研究前沿 

中国现在已经拥900万名女科技工作者，占科技工作者总数的40％。她们全面参与国家科技、经济活

动。在一些领域，如卫生行业，女性科技人员的比重超过男性，达到近60％。有大量女性参与和完成的高

水平科技成果，受到国家奖励，并在经济建设中取得明显效益。如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以前的研究领

域都是男性的天下，而现在女性研究员、工程师占了三成，有女所长、女经理主持科研开发工作，也有女

性博士导师、学术带领人、工程总指挥、工程总设计师。她们在基础科学、应用研究和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各个方面都与男性同行并驾齐驱。其中朱敏慧研究员在90年代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聘为国家高科技计划

专家。她主持的合成孔径雷达技术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第一个星载雷达样机、第一个机载Ｌ波段雷达和

第一个机载实时成象器的研制。现在，她正在研究遥感地面综合处理系统，并成为这个国家大型项目的总

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方华教授获得2003年“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使得我国女性科研事业引起了社会关注，在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座谈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肯定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正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倡议在国内创立一个专门为中国科学女性提供展示舞台的奖项，并期望社会各界大力

推动。我国惟一参加评审委员会的科技部副部长韦玉介绍说，李方华教授是我国单晶体电子衍射结构分析

的开创者，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是中国女科学家首次摘取有“女性诺贝尔科学奖”之称

的桂冠。 

如今，女性在与各种世俗偏见抗争，努力在家庭与事业中寻求平衡。在各股力量中，科研女性最为特

殊，她们与男性同台竞技，她们的聪明才智和杰出成就成为人类历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４、云南省女性医学科研人员科研活动状况 

云南省医药卫生部门1990—1999年获各级各类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奖805项，课题主持人男性占

63.46％，女性占36.533％。1999年后，随着出国留学归来的女性学者不断增加，女性医学科研人员科研成

果的研究水平及获奖等级不断提升，2000—2002年医药卫生科研成果获云南省科学技术奖165项，女性科研

人员获奖58项，占获奖总数的35.15％，有的研究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

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实现党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贡献。 

５、存在问题与对策 

５.１ 我国女科学家青黄不接 

全国现有的41位女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80岁以上的有９位，50岁以下的却只有３位，其中２位来自

香港。我国的女性科学家正面临着断层的危险。据原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女科技工作者联谊会副会长刘

恕介绍，根据前两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女性科技工作者800多万人，占全国科技上作者的1/3以上。但从事

基层工作的女性多，有突出成就的人少；从事医疗卫生的女性多，从事农、林、渔等领域科技研究的女性

较少，从事基础科学的就更少，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女性科学家年龄偏大，获得国家各科技奖项的女性科

学家年龄集中在55至65岁。 

５.２ 女性科技工作者成就事业的艰辛与毅力 

世界上获取殊荣的女性不仅仅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科学家，而且也是可亲可敬的母亲、普通的研究人员

或者教授。她们是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杰出代表。在实验室与教研室，在子女与学生之

间，她们奔波忙碌，在埋头研究的同时也放眼未来；她们坦陈自己的梦想，却又能够做到脚踏实地；她们

果敢，富有魄力，而站在领奖台上时却又显得和蔼可亲。去年的获奖者洛佩兹·科洛梅曾这样说道：“作

为女人，我们要战胜更多的团难，因为我们除了要照顾好家庭、丈夫和孩子，还要在并不轻松的领域里打

拼。这就要求有充足的时间和极强的协调能力。这份工作并不令我感到沉重，因为我真心地喜欢它。当

然，我也同样热爱教学。要问和男同事之间有怎样的差异吗？女性在关注细节方面比较见长，而男性则有

着更强的实践精神，他们在促使其他人了解和接受其研究成果方面显得更有能力。如果能将这两种特点结

合起米，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绝对的优势。”瑞典医学研究委员会（Swedish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的一项最新报告专门提到，为了获得研究资金，女性工作者往往要做出超过男同事双倍的科研成果。 



５.３ 对策 

全社会都来关注妇女群体的工作现状，尽最大努力为她们的才智发挥创造条件。女性要获得高的就业

机会和社会地位，一方面要靠女性自强、自立，奋勇拼搏，通过自身努力让男性同行不轻视；另一方面也

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关注，为妇女创造更多的学习和培训机会。 

５.３.１ 应确立一种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工作思路，把妇女智力资源的开发提到重要的工作议

程，并以妇女智力资源开发为主线，牵动方方面面的工作，报进妇女工作进入新世纪。 

５.３.２ 应在妇女工作和教育科技、组织人事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中提出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规

定、办法和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妇女智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 

５.３.３ 开发妇女智力资源必须从基础抓起，应把妇女智力资源开发问题列入发展计划。如果说在

过去的十年中，我们重点抓了“两基”教育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把加强对妇女的科普教育纳入议事日

程。从实际情况看，经过多年的努力，妇女的文化素质已有了很大提高。所以，现在应该在这一良好的基

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前瞻性的发展目标，把妇女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纳入发展计划，加大对妇女进行文

化教育和科学普及的力度。 

５.３.４ 从措施上讲，应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分阶段提出实施妇女智力资源开发的措施，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尊重妇女、爱护妇女的社会风气，反对歧视妇女，谴责和惩治一切侵害妇女的暴力

行为。 

５.３.５ 逐步提高妇女在决策和管理人员中所占比例。 

５.３.６ 为女性科研人员提供科研条件，为符合出国深造并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女性科研人员创

造条件。加大女科学家的培养力度，解决我国女科学家断层的问题。 

（作者单位：云南省医学信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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