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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支持科研领域的女性发展逐渐成为各国科技政策的关注要点。国外支持科研领域女性发展的政

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和类型，分别是性别权利平等政策、倾斜性政策和性别主流化政策。中国正处于从

权利平等到倾斜性政策转变的阶段，距离性别主流化阶段还有较长的距离。本文对中国制定支持科研领

域的女性发展政策提出了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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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women's develop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elds is gaining more and more concer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
gy policies in many countries. Foreign developed countries，the policies towards promoting women's develop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and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the equal rights /opportunities policies，preferable policies and
the mainstreaming policies. China is on the way to transforming from equal rights /opportunities policies to preferable policies and has a
long distance to the mainstreaming stage. The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to China's policy making to promote women's develop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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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生理、社会等因素的制约，女性

长期在科研领域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关于在科

研领域是否有必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女性

发展，以及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促进女性发展的问

题上却存在许多争论。一方面，一些人反对给予

女性特殊优惠性政策，其依据是科学应当遵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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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主义，对女性的特殊优惠政策会扰乱科学的评

价和分配准则，从而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另一方

面，在给予女性何种优惠措施的问题上也有不少

人存在轻率冒进的倾向，认为只要是支持女性的、
给予女性优惠的措施就能够促进女性的发展，缺

乏对具体措施的作用和后果的深入理解。与欧美

等国家相比，中国关注女性在科研领域的发展问

题的时间较短，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上，

尚处于探索和经验积累的阶段。梳理和深入分析

国外支持女性发展政策的变化趋势，总结各种具

体措施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和实践都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将首先回顾国外支持科研领域女性发展

政策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与科研领域对女性问

题的认识的发展变化有关，也与整个社会对性别

平等的理解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关。把科研

领域的政策变化与社会变迁相联系可以帮助我们

更全面地理解科研领域促进女性发展的意义。另

外，通过分析支持科研女性发展政策在不同时期

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为理解不同类型的支持性

政策提供了历史的维度，并有助于我们把握将来

的政策走向。然后，对应国外政策发展的三个阶

段，本文将简要介绍中国支持科研领域女性发展

的政策措施，并对今后的政策制定提出政策建议。

1 国外支持科研领域女性发展政策的

变化历程
科学曾经长期以来被视为是 “性别无涉”的

领域。然而，当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 家，

支持女性在科研领域的发展已经成为科技政策的

一个重要内容［1］。那么，科研领域对性别的关注，

乃至对女性的特殊支持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

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 欧盟在支持科研

领域女性发展的理论和政策方面都经历了较长时

间的探索，积累的经验也较为丰富。下文将以欧

盟为例，分析支持女性在科研领域发展政策的理

论基础和发展变化情况。欧盟支持女性在科研领

域发展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

别对应于性别平等观念和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三

个阶段，分别是权利平等阶段、倾斜性政策阶段

和性别主流化阶段［2 － 3］。

1. 1 权利平等阶段

这一阶段的性别平等观念着重于两性在权利

和机会上的平等，相应的女性主义运动的重点是

获得选举权，主要诉求是女性在法律上获得与男

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在科研领域，1970 年代之

前，欧盟对女性处境的关注主要体现为制定保障

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法律法规，比

如在欧盟、国家和地方层次上制定关于同工同酬、
平等雇佣机会、工作条件、社会福利、培训等的

法律法规。这种平等基于个体权利，其主要的功

能是在发现性别歧视后予以纠正。
然而，由于这种权利平等的观念假设制度是

性别中性的，因此它容易忽略制度之中以及男女

两性互动中的权力关系，因此在实践中，这种自

由主义的平等观并未能有效改善女性在科研领域

的不利地位［4 － 6］。比如，许多科研机构实行 “终

身教职”或 “非升即走”制度，要求科研人员在

入职一段时间之后参与考核决定去留，但这一时

期往往与女性生育时间相重叠，部分女性可能由

于生育和哺育不能满足考核指标，从而影响她们

工作的延续性。
这种仅在法律层次上保障性别平等的做法后

来受到许多批判，这些批判导致科研领域促进女

性发展的政策向第二阶段发展。
1. 2 倾斜性政策阶段

这一阶段的性别平等观念着重结果的平等，

相应的女性主义运动主要强调采取对女性的倾斜

性、针对性措施。在科研领域，1980 年代之后，

随着结果导向的性别平等观念的发展，女性需要

特殊的倾斜性政策的观念也体现在科研领域的政

策措施中。这种视角强调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劣

势地位，而这种劣势既源于过去的歧视和不利处

境又根植于现有制度，因此需要特殊力量予以改

变［3 － 4］。倾斜性政策由于主要针对个人并有具体的

政策目标和实施方案，在实践中最易识别。倾斜

性政策包括许多具体措施，如对女性的项目经费

支持、培训和辅导、交流和督导、家庭和工作平

衡、设立性别配额等。
但是，倾斜 性 政 策 也 存 在 一 些 问 题。首 先，

实施倾斜性政策意味着要达到一种平衡，但男性

和女性究竟在科研领域需要占多少数量和比例才

是平衡的，却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其次，人们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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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认可需要提升女性在科研领域的地位，但如果

需要改变科研领域的游戏规则去提升女性的地位，

很多人并不认同。如何调和科学的普遍主义和支

持女性发展的愿望至今尚未达成共识。
1. 3 性别主流化阶段

这一阶段的平等观念着重于男女在不同的基

础上达到平等，相应的女性主义运动从片面地强

调女性特征，转变为认可男性和女性各自的权利

并鼓励男性参与改变女性处境的活动。在科研领

域，第三阶段在欧盟始于 1990 年代。在以往基于

个人的政策措施基础上，这一阶段的政策主要着

重于宏观制度和结构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把

性别平等的理念融入日常的政策制定、实施、监

督、反馈的过程中，并建立制度化的促进性别平

等的渠道［2，7 － 8］。比如，在各种科技统计中区分男

性和女性，以及开展性别研究等都是性别主流化

的重要措施。
由于性别主流化主要依靠的不是强制性法律

和政策，而是非强制性的政策建议或有关机构的

主动配合，因此对性别主流化的批评也主要集中

在: 首先，一个无所不包的 “主流化”概念容易

导致无人为主流化的实施承担责任; 其次，由于

性别主流化渗透于管理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容易

导致专 门 负 责 性 别 平 等 的 部 门 的 地 位 削 弱 或 被

取消［9］。
从以上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对女性的政策

支持是随着对性别平等理解的深入而不断变化的。
当我们对性别平等的理解仅限于形式平等，能考

虑到的政策就是保证形式平等，杜绝歧视。当我

们意识到需要达到实质平等的时候，倾斜性政策

的出台就有了合理的理由。而当我们意识到性别

平等不仅需要女性个体的改变，而是需要整个制

度环境的变化以及男性的参与的时候，性别主流

化则成为一个趋势。
根据支 持 科 研 领 域 女 性 发 展 政 策 的 三 个 阶

段，支持 女 性 发 展 的 政 策 也 可 以 分 为 这 三 种 类

型，即权利平等政策、倾斜性政策和性别主流化

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政策环境中，这

三种政策并不是相互替代，而是互相补充的，比

如，在保障性别平等的法律存在的基础上，既有

对女性 的 倾 斜 性 政 策，又 有 促 进 性 别 主 流 化 的

措施。

2 中国支持科研领域女性发展的政策

发展及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阶段，中国实行的是

在科研领域一视同仁的性别平等政策，并没有专

门支持女性的政策。女性在科研领域的权利受中

国法律关于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技术晋级

中男女平等等规定的保护。这些规定主要侧重于

对女性权利的保护，确保女性拥有与男性平等的

权利。因此，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权利平等阶段。
2004 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欧

莱雅 ( 中国 ) 联 合 创 立 了 “中 国 青 年 女 科 学 家

奖”，对女性在科研领域的成就予以专门的奖励。
2010 年 1 月，中国科协宣布，将中国青年科技奖

的女性候选人年龄从 40 周岁放宽至 45 周岁。这在

中国科技政策和奖励中是一个突破，因为它考虑

到了女性在生育、哺育等方面的特殊性，并把这

一关照体现在奖励条件中。放宽女性候选人的年

龄能够帮助女性缓解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矛盾，给

她们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也对促进女性科学家的发展提出了具体措施。在

2010 年度的评审工作意见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首次明确提出: “在各类项目评审中，注意把握在

同等条件下女性科研人员优先的资助政策。”2011
年，国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进 一 步 采 取 以 下 措 施:

①放宽女 性 申 请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的 年 龄 到 40 岁;

②进一步明确女性可以因生育而延长在研项目结

题时间的政策。③逐步增加专家评审组中的女性

成员人数［10］。上述 3 项措施，使女性科研人员在

申报项目方面直接受益。以上这些政策和措施具

有支持女性科研人员成长和发展的明确目标，并

给予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多的优惠，因此可以看作

是针对女性的倾斜性科技政策。尤其 2010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政策措施具有覆盖面广、影响

大、从多个层面支持女性发展的特点，在中国科

技界和科技政策界具有标杆性作用。
除了具体的措施，还有一些指导性的政策文

件支持科研领域的女性发展。2010 年 6 月颁布的

《国 家 中 长 期 人 才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10—2020
年) 》中，提出人才的分布和层次、类型、性别等

结构趋于合理的战略目标，并倡导为各类人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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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工作和家庭责任创造条件，该文件为促进科技

领域的女性人才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之后，科

研领域的女性发展逐渐受到政策的关注。比如，

2011 年，科技部和全国妇联共同颁布了 《关于加

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

见》) 。《意见》是中国第一个直接针对女性科技人

才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从十个方面提出加强女性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包括: 认识做好女性

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 培养女学生的科学兴

趣; 扩大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就业机会; 加强女性

科技人才继续教育和知识更新; 培养创新型女性

科技人才; 推动女性科技人才参与科技管理与政

策咨询; 支持孕哺期女性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

加大对女性科技人才的激励和保障; 加强对女性

科技人才资源的统计和评估; 营造促进女性科技

人才发展的良好氛围。
深入分析 该 《意 见》中 的 建 议，可 以 发 现，

这些建议有的是重申科研领域的男女权利平等，

比如要求用人单位依法保障女性平等参与就业竞

争，但更多的是倾斜性政策，如: “我国科技人才

总量持续增长”、 “保证一定比例的女性科技人才

参与继续教育培训”， “保证一定比例的女性科技

人才参与各类科技管理和决策机构”， “逐步提高

女性专家的数量和比例”、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女性应聘者”、 “支持孕哺期女性科研人员的科研

活动”等。只有第九条 “加强对女性科技人才资

源的统计和评估”可以看作是性别主流化的措施。
在性别主流化方面，中国的科技统计近年出

现一些改善。比如: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从 2010
年开始，在 Ｒ＆D 人员统计中把女性数量分列出来。
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从 《2011 年度报告》
开始，提供分性别的申请和资助数据。

根据中国支持科研领域女性发展政策的现状，

本文认为，首先，对科研领域的女性支持，中国

目前正处于权利平等政策到倾斜性政策转变的时

期。科研领域的形式性别平等虽然得到了法律的

保障，但科研结果的不平等已经引起科研人员和

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倾斜性政策的出台已经具备

一定的社会基础。其次，对女性的倾斜性政策，

尤其可落实的倾斜性政策仍然较少，在国家层面

主要体现在基金委的政策措施上。同时，对政策

的合理性仍然存在争议。根据一项针对科研人员

的问卷调查，43. 1%的人认为其所在单位没有必要

采取针对女性的倾斜性措施，其中男性的反对比

例达到 67. 3%。在各种倾斜性措施中，集中于女

性特殊的生理需求，如怀孕、哺乳的支持性政策

更容易得到科研人员的支持，但配额制和专属经

费的反对比例相对较高。最后，就性别主流化而

言，中国的距离还很远。目前虽然在科技统计上

有所改善，也有一些关于女性在科研领域发展的

研究，但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在政策制定和

科研实践中，缺乏性别意识和性别维度是常态。
在这种背景下，有限的一些政策文本对性别平等

的倡议和呼吁，将由于缺乏具体的落实性措施，

难以真正产生效果。

3 支持科研领域女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首先，消除就学、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确保

女性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权利平等是科研领

域女性获得发展的第一步。但目前针对女性的隐

性和显性的歧视仍然时有发生。保障女性在科研

领域的平等权利，除了制定有关的条文，更需要

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对性别歧视现象积极惩

处，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其次，关注女性的生育和哺育需求，加强政

策之间的衔接和协调。针对女性的特殊生理需求

的政策更容易被接受，因此，这可以成为对女性

倾斜性政策的突破口。随着中国二胎政策的放开，

女性科研人员的生育需求也会提高。在此背景下，

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将起到较好的效果。在

政策制定中，需要考虑到不同政策之间的衔接和

协调。比如，当休产假的时间与绩效考核或课题

结题要求之间出现矛盾，可以适当推迟有关的时

间要求，保障女性生育和哺育的需求。
最后，加强对性别平等的宣传，培养社会各

界的性别意识。应当认识到，支持女性在科研领

域的发展并不是科研领域的孤立活动，而是与整

个社会争取性别平等的努力相联系的。因此，改

善科研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不仅需要在政策的制

定、实施中提高效率和科学性，更需要整个社会

形成 关 注 性 别 议 题、提 升 性 别 意 识 的 氛 围 和

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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