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告别母系社会之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女性始终处

于某种弱势地位， 尤其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表现得更为明

显。从历史上看，科学研究似乎一向是男性的专利，女性鲜

有涉足，除极个别特例外，重大科学发现中很难觅得女性

的踪影。有鉴于此，大约自上世纪60年代起，科学社会学开

始关注对科学领域中性别分层现象的研究，关于女性与科

学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 1960—1991年的《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的主题索引中，涉及女性与科学主题的研究有

111篇文章 ［1］；在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中进行相似主题的

搜索，从1979—2008年间就列出了4 603篇文章。 这表明女

性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女性科学家的研究和关注多表

现为关注女性科学家所占比例的变化。随着人类文明的进

步，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在科学家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

在同步上升。 以我国为例，2006年我国科技人员总量约为

3 800万，就数量而言居世界第一位，女科技工作者的比例

超过总数的1/3［2］。 中国科协的年报统计报表也显示，2005
年，直属单位从业女性人员已达到43.9%，机关从业女性人

员也达到了38%［3］。

但通过进一步的思考不难发现，职业女性人数的提升

仅仅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步，相对于男性科学家而言，女性

在科学领域中的岗位分布、 产出能力和成长环境如何？

相对于男性科学家而言，女性有哪些特殊性值得关注和研

究？ 本文拟以中国工程院42位女院士为样本，考察性别视

角下的女性工程技术专家具有哪些特征状况。

1 工作领域的差异

玛丽·弗兰克·福克斯（Mary Frank Fox）［4］在《女性与科

学职业》一文中，从学术等级的规定和划分入手，清楚地得

出了这样一个模式：在所有的领域中，等级越高，女性的比

例就越低。 这一模式也适合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性别比现

状。 虽然我国女科技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总数的1/3，然而

如表1所示，一旦将等级上升到院士的层面，这一比例就大

大降低了。
表1 2007年中国工程院女院士学科分布及比例

学部分类 总人数 女性数 所占比例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114 2 1.75%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119 3 2.52%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100 4 4%

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102 1 0.98%

水利、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部 106 3 2.83%

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39 5 12.82%

农业工程学部 74 4 5.40%

医药卫生工程学部 116 20 17.24%

管理工程学部（其它学部以外） 13 0 0%

总计 783 42 5.36%

说明：1、此表为中国工程院历届院士增选总数，含已故院士，不包括

外籍院士。 2、 表1数 据来源于中国工 程 院 网 站（http://www.cae.cn/
experts/index.jsp ）

由表1可以看出， 在中国工程院9个学部总计783位院

士中，只有42位女院士，仅占总数的5.36%。 虽然女性在较

高等级职位中的低比例模式对所有的领域都适用，但是不

同领域的比例水平却并不相同。 表1也显示， 在不同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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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女院士的比例分布也极不均衡。女院士集中分布在3个

领域： 医药卫生学部的女院士占女院士总数的47.61%；环

境与轻纺工程学部的这一比例为11.90%；在农业工程学部

则为9.52%。相比之下，男性在其它几个学部则占据了绝对

的优势。 男女分布最悬殊的领域是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和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这三个领域

中男性的比例人数分别是女性的101倍、56倍和26倍。 这些

领域恰恰被认为是工程技术领域中与高科技关系最为密

切的部分，然而女性却并没有充分进入这些领域。 决定女

性在科学技术各领域中的不同分布———尤其是医药卫生

领域中女性的比例比其它学部更高的因素，依然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
部分观点认为，这是女性介入工业技术领域的时间尚

短所至，但若从科学发展的不均衡性来解释女性在不同学

科领域分布的不均衡似乎更为合理。女性进入不同的学科

领域往往和自我选择、相应学科对女性的准入以及社会限

制等因素有关。 相比男性而言，女性一般对有人道关怀意

蕴的职业更感兴趣，对动植物生命、环境、生态平衡等问题

也更为关注。 因此，以自我选择这种内在因素解释为何在

医药卫生、环境与农业领域集中了较高比例的女性科学家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此，人们进一步认为，女性科学家这

种独特的认知风格尤其适应时代的要求，与男性的认知方

式相互补充，起到对各种紧张和冲突的调节、缓冲作用，也

就更有利于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改善和人类生存

格局的优化。 毫无疑问，外在的社会因素也会对女性科学

家的职业选择产生影响，这些社会因素包括性别文化与观

念、职业的性别隔离等制度性障碍等。 与传统性别角色社

会化相随的是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文化信念。科学往往被

看成是属于男人的领域，某些科学领域更是明显地被认为

是男性化的专业，典型的如工程技术领域中的矿业、地质、
测绘、土木与建筑等专业，原因是这些领域需要的不仅仅

是智力，更多的还要考虑工作者本身的体力因素。 正是因

为学科准入的潜在影响以及外在社会因素的持续制约，能

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和水利、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部的女性院

士几乎很难显露头角，数量比例也显得极不均衡。 由此可

见，社会选择具有整体性和时代性，它作为社会结构性力

量，所影响的往往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代人。因此从群体层

次上看，如社会选择这种外在社会因素，对女性科学家的

职业发展影响更大。究竟女性是否适合从事男性化色彩较

浓的一些学科专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缺乏科学

依据，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科学社会学问题。

2 职业成就的差异

尽管一般可以用科学家的等级、薪水和科研产出来衡

量科学家的职业成就，但是从获取信息的准确与方便的角

度考虑，本文仅以女性院士科研产出为代表，对其职业成

就进行横向比较。 众所周知，科学家的科研产出通常是以

出版物或发明专利等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但在考量院

士水平科学家的产出率时，简单地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

量显然是不合适的。 他们之所以可以当选为院士，一定已

经通过了最为严格的同行评议，其一般意义上的科研产出

都是同行中的佼佼者。 若进一步比较各自的科研产出水

平，以国家级别的科学奖励为依据则较为合理且更具操作

性。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奖励都是以政府奖励为主导，以科

技成果为主要奖励对象，形成所谓的项目奖。 将项目奖中

的国家三大奖———即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作为男女院士科研产出水平的基本

衡量指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考虑到我国还有131项民

间机构的科学奖励，但除何梁何利奖以外，其余的影响范

围都较小 ［6］。 因此，以国家三大奖、“何梁何利奖”以及少数

国际大奖作为考量男女院士科研产出水平，可以大致获得

我国不同性别科学家职业成就的基本概况。
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出，从总体上看，女性院士的人均

产出 率 略 少 于 男 性， 这 也符 合 科 尔 兄 弟 （Stephen Cole，
Jonathan Cole ）和朱克曼（Harriet Zucherman）的发现：从事

科学研究的女性在成果发表方面少于男性，女性的发表数

量大约只是男性的一半。而我国男女院士的产出率总体上

却没有那么大的悬殊，男性人均1.5项，女性人均1.3项。 这

表明，我国女性科学家一旦进入科学分层的最高级，性别

影响也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与此同时不容回避的是，在不

学部 男院士数 成果数 人均 女院士数 成果数 人均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107 139 1.3 2 10 5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114 227 2.0 3 0 0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93 130 1.4 4 6 1.5

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98 156 1.6 1 1 1

水利、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部 99 89 0.9 3 1 0.3

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32 41 1.3 4 9 2.3

农业工程学部 64 71 1.1 5 6 1.2

医药卫生工程学部 92 184 2.0 20 23 1.2

管理工程学部（其它学部以外） 9 10 1.1 0 0 0

合计 708 1047 1.5 42 56 1.3

表2 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奖成果分布

说明：1、本表不包括2007年新当选的院士；2、表2数据来源于中国工程院网站（http://www.cae.cn/experts/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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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领域和学科中，男女科学家科研产出率的差异也有所不

同。 产出率较为悬殊的是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和水利、土

木与建筑工程学部，而且有趣的是，在机械与运载工程学

部和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女性的产出率却远大于男性，
这再次提示性别与学科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联性。 由表2还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女性科技工作者只要科研成果和

男性一样， 就可获得和男性科学家大致相同的科研奖励。
换言之，性别与科研奖励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也说明我

国科学界性别歧视的现象并不显著。

3 当选年龄的差异

从院士的当选年龄来看，我国男女科学家也表现出显

著的差异。根据乔纳森·科尔的分类，在产出能力的每个层

次（如论文的数量、质量以及被引证数等），女科学家升迁

的可能性都比男科学家低。 这一点对职位类型（较好的和

较差的部门）的研究来说也同样有效 ［6］。简单地说，就那些

在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博士的研究领域、授予博士的机

构和种族都相同的女性和男性而言，在自然科学家、物理

科学家和生物科学家的学术等级中普遍存在较大的差异。
哈略特·朱克曼也得出了“妇女提升得晚”的结论 ［10］。 但从

表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我国女性科学家当选院士的平

均年龄比男性小3岁，而在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中，这个差

距甚至达到了9岁。
表3 中国工程院男女院士当选年龄

数据来源：于中国工程院网站http://www.cae.cn/experts/index.jsp

学部 男院士当选年龄 女院士当选年龄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63 58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65 56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64 61

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63 58

水利、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部 65 67

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63 61

农业工程学部 65 64

医药卫生工程学部 65 66

管理工程学部 60 57

合计 64 61

在统计表2时我们还发现， 多数科学家在获得国家三

大奖或何梁何利奖之后便当选为院士，即这些奖励是他们

（她们）获得院士资格的一项重要指标。 由此可见，我国的

女性科学家在获得国家最高级别的学术认可方面存在一

定的优势，在某些领域这样的优势还较为显著。这表明，我

国现行的科学体制，对于顶尖级别的女性科学家似乎更为

有利，并不存在如科尔所说的女性科学家升迁机会比男性

低的情况。 至于科学领域内女性科学家数量偏少，除了通

常认为的女性进入工业研究领域的时间尚短之外，主要还

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男权文化的负面影响。 我们知道，一般

来说， 接受正常的科学教育是进入科学社会的必要条件，
但历久的社会偏见却部分剥夺了女性受教育和进行科学

创造活动的权力和机会。 女性获得平等教育机会的历史，
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不超过一百年，许多大学只是近

百年来才开放“女禁”。 就是在美国，大部分医学院也只是

到上个世纪 60年代才向女性开放； 英国剑桥大学直到上

世纪30年代才允许女性学生申请学位。 而在我国，几千年

的封建思想更是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直到新中国成立

之后，妇女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女性逐步享有了

和男性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女性获得高等教育来得如此

之晚而又艰难，因此期望她们在短时期内在受教育人数上

也达到和男性同等的水平是不现实的。然而本文的统计数

据却提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我国女性一旦获得进入科

学研究高端领域的机会， 就极可能赶上甚至超过男性，做

出骄人的科学贡献。 因此，大力开发女性科学家的人力资

源，除了进一步优化女性科学家成才环境之外，进一步促

进女性科学家人数的增长也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已在很

多领域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保障男女的平等权利，但通过

教育来实现女性科学家人数的增长，仍然是最为基础的发

展途径。通过教育而不是刻板的法律法规来培养全社会的

两性平等意识，彻底改变不利于女性科技工作者成长的社

会文化环境，不但是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进一步促

进我国科学持续繁荣的战略选择。 令人鼓舞的是，有关方

面的努力正日见成效，2001年通过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01-2010）》 中就明确规定：“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教育

内容”。因此，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女性从事科技工作，不仅

是妇女解放的需要，也是科学发展自身的需要。

4 小结

通过以上的统计分析，可以获得关于我国现代女性科

技工作者的若干认识：
（1）从工作领域的分布上看，在工程技术领域，我国的

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分布具有不均衡的特征，主要集中分布

在医药卫生学部、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和农业工程学部。
（2）以国家级科学大奖或相当级别的科学奖励为例，我

国工程技术领域男女院士获奖差异并不悬殊， 和传统科学

社会学研究结论差距较大。这说明我国至少在院士层面，科

学家获得国家最高级别学术认可的性别歧视现象并不存

在。
（3）以院士当选年龄为指标考察我国女性科技工作者

的职业发展，统计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论———女性科学家

在总体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不是劣势。 这说明在我国，女

性只要在某一领域取得了与男性相当的业绩，就极可能和

男性一样获得学术认可，甚至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进一步的

发展。 由此可见，我国妇女的地位已得到极大的提升。
（4）统计数据也警示我们，女性科学家在数量上还处

于绝对的弱势。 这一现实固然有其全球性的社会历史原

因，但我们也应予以高度重视。 继续大力提高女性受教育

的机会，特别是扩大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保证国

家科技进步与社会繁荣不可或缺的人才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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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全球化激烈竞争的背景下， 技术创新对于企业获

得和维持竞争优势越来越重要，如何在急剧变化的外部环

境中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是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1]。 为了

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企业必须重视和推动技术创新。 同

时，知识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生产要素而成为企业最主要

的资源， 企业的核心能力也从原来拥有一种产品或技术，
转变为多种知识和技能的综合体现 [2]。为了实现技术创新，
企业必须进行知识、技术的快速积累，而知识的开发和管

理与企业的智力资本或者企业利用其知识资源的能力密

切相关[3, 4] 。
智力资本作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重要手段，对于企业的

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5]，它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组

织资本、关系资本 3 个方面[6，7]。 其中，人力资本由企业员工

的技能组成[8]，是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 [3]。如何对

人力资本进行开发以促进技术创新，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

视，但现有研究对企业的人力资本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技

术创新尚不清楚；人力资本对于不同的技术创新方式有怎

样的影响， 以及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作用程度的影响因

素，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1 基本概念

1.1 技术创新

“创新”一词由熊彼特 [9]于 1912 年在《经济发展理论》
中首次提出，其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创新进行了分

类。 按照创新对象的不同，技术创新可划分为产品创新和

过程创新[10]；李垣等[11]按照参与主体的不同，将其分为自主

创新与合作创新；Dewar[12]认为按照创新强度的不同，技术

创新可以分为渐进式技术创新和根本性技术创新。创新强

度 在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实 践 中 十 分 重 要 ，正 如 Koberg[13]指 出

的，不同强度的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而且促

企业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基于不同情景的影响分析

林 筠1，何 婕2，丁 弋3，宋 彬4

（1.西安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2.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陕西 西安 710200；
3.陕西省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4.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七采油厂，陕西 西安 717606）

摘 要：以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企业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并探讨影响人

力资本对技术创新作用程度的相关因素，为进一步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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