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

.

/*#$%#*%#3

!

%#0

""""""""""""""""""""""""""""""""""""""""""""""""

中国高等院校知识女性发展现状分析
及若干建议
!

(((基于湖北省
#&

所高校的调查统计

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

摘
!

要!本调查统计通过对湖北省
#&

所大学知识女性在高校学术职称#学术机构#管理

干部中所占比例$说明了高校能进入高层的知识女性极少的现状)占
#'*'#G

*"这是由

于知识女性发展中存在生育#男权评价体系#传统观念#早退休四大障碍"由此建议!高校

应该在全国率先实行男女教师#男女干部同龄退休政策'高校应该对知识女性因生育带来

的影响给予适当补偿与照顾'各类人才选拔应兼顾女性比例等"

关键词!中国高等院校'知识女性'发展现状'调查统计'对策建议

一#本次调查统计的基本情况

%&##

年
#&

月$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罗萍教授主持的%湖北
#&

所大学高层

女性+发展现状,调查统计&课题$对湖北省境内
#&

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知

识女性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本论文将副教授及以上的女性教师与正处级及以上的女性

干部界定为高校%高层女性&"湖北
#&

所大学高层女性%发展现状&从以下七项统计看出!

首先$湖北省
#&

所大学学校三大委员会成员女性占
C*C$G

"大学的三大委员会指!

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学校学位委员会#学校科学学术委员会"湖北
#&

所大学三大委员

会中女性状况是!

#&

所大学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共计
'#%

人'其中女性
%$

人$占
5*&'G

"

#&

所

大学学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共计
)#'

人'其中女性
)'

人$占
#&*C)G

"

#&

所大学学校社

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共计
%"'

人'其中女性
%C

人$占
#&*"#G

"

#&

所大学学校自然

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共计
#!C

人'其中女性
##

人$占
"*$"G

"

综上
#&

所大学三)四*大委员会$共计
##'C

人 '其中女性
#&%

人$占
C*C$G

"

其次$湖北省
#&

所大学国家三个人才奖励计划等
!

个奖项人才女性占
"*!!G

)被调

查统计的
#&

大学中有
!

所没有该%奖项&可统计*"本文将获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两院院士#%

C")

计划&专家组#%

$5)

计划&选聘首席科学家称为%国家三

个人才奖励计划等
!

个奖项&"

#&

所大学获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共计
#)&

人'其中女性
C

!

"

本文系
%&#%

年
!

月
##

日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俞湛明教授在第六届亚洲

女性论坛上所作的大会发言'调查统计及研究来源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罗萍教授主持的
%&##

年
#&

月武汉大

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课题%湖北
#&

所大学高层女性+发展现状,调查统计&'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俊萍

教授参与课题研究"

这
#&

所高校是!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民族大学#湖北大学#江汉

大学#三峡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湖北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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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
"*#!G

"

#&

所大学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共计
$!

人'其中女性
C

人$占
C*'%G

"

#&

所大学

两院院士$共计
)&

人 '女性为%

&

&)

%&##

年
##

月公布的两院院士不包括在内*"

#&

所大学%

C")

计划&

专家组$共计
C

人 '女性为%

&

&"

#&

所大学%

$5)

计划&选聘首席科学家$共计
%5

人'其中女性
)

人$占

##*##G

"

综上五项
#&

所大学共计
%$&

人'其中女性
#$

人$占
"*!!G

"

第三$湖北省
#&

所大学副教授女性占
)'*$'G

'教授女性占
#C*"'G

"

#&

所大学共有副教授
"&'%

人'其中女性
%###

人$占
)'*$'G

"

#&

所大学共有教授
)!C'

人'其中

女性
""C

人$占
#C*"'G

"

第四$湖北省
#&

所大学校级领导班子女性占
#%*#%G

"

湖北省
#&

所大学校级领导班子共计
$$

人'其中女性
#%

人$占
#%*#%G

"这是最高学府的最高领

导层"

第五$湖北省
#&

所大学正处级干部女性占
##*)!G

"

湖北省
#&

所大学正处级干部共计
CC#

人 '其中女性
#&&

人$占
##*)!G

"

第六$湖北省
#&

所大学校属%学院)系*&一级院长)系主任*女性占
C*'#G

"

湖北省
#&

所大学下均设有%学院)系*&一级$共计
%#'

个"院长)系主任*共计
%#'

人'其中女性
#C

人$占
C*'#G

"特别要将院长)系主任*单独列出在于他们既是教授又是院级领导$有双重身份$属于高

校精英层"女性在这个群体的存在表明女性在高校中的地位"

综合以上七项统计数$湖北省
#&

所大学%高层女性&所占比例为!

#'*'#G

"

从以上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目前湖北省高校中高层女性所占比

例很低)仅占
#'*'#G

*$而且这其中最大比例是副教授)

)'*$'G

*$最小比例是国家级专家)

"*!!G

*$也

就是说$层次越高$比例越小"这个数据如果仅就
$C!

高校和
%##

高校来统计$恐怕高层女性所占比例

还要小得多"

二#高校女性发展遇到的四大障碍

高校女性发展遇到的四大障碍是!起跑线上的生育障碍$晋升中的男权评价体系障碍$创业中的男

主女从观念障碍$前行中的早退休制度障碍"

)一*关于知识女性在起跑线上的生育障碍

生育障碍主要表现是两种生产没有受到同等对待$社会至今还没有正确地平等地对待人口生产"

女性从怀孕#生育#抚养对其职业发展影响大$时间长$大约延续五年左右"这使知识女性因生育与相同

资历的男性发展滞后
!

年时间"高校女性教师休完生育假之后$重返教学#科研岗位$已经落后了一大

截"在授课#科研#申报课题#参加学术会议#申报各种奖项#出国深造等诸方面$不仅需要重新起步$而

且失去了很多发展机遇"经过生育期$原来积累的知识需要时间重新回忆$重新清理$重新思考$需要一

个较长时间重新积累才可能继续进行被中断的教学与科研项目"而要从事新的教学与科研$更需要相

当大的积累工作"女教师在为休产假重新补课时$男性教师正在大踏步的继续前进$新的课题#新的课

程已经在快速进行中"女教师在为社会担当人口生产时$男教师业务在快速提高"对此无论社会还是

学校$都没有考虑为女教师因为人口生产而给予必要合理补偿与帮助"

女干部提拔同样受到生育影响"恰遇女性的怀孕期与生育抚养期$单位提拔干部时会较少考虑女

性"由此$女干部提拔就不得不晚同等资历的男性一步"女干部的%优秀&$无论如何也比不过男干部可

以随时由领导调遣#指挥这一自然优势"我们的社会体制与评价体系在提拔干部时没有考虑女性为人

类繁衍作出的贡献$人们还习惯从一个单位从局部利益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全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层面

看待女性的生育"

总之$无论社会还是学校都没有考虑到对女教师因为人口生产而给予必要合理补偿与帮助$社会体

制与评价体系在提拔干部时没有考虑女人为人类繁衍作出的贡献$从而造成了知识女性在起跑线上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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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育&障碍"

)二*关于知识女性在晋升中遇到的男权评价体系障碍

男女教师在性格$能力等方面存在着性别差异$可以说是各有优势"从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这两个方

面看$女教师口齿伶俐$表达清晰流畅$做事细致认真$安心教学工作$在教学方面投入较多$教学效果总

体上都比较好"但由于目前各级各类评估的核心指标偏重于科研$高校普遍存在着重视科研成果#轻视

教学投入的倾向$将前者视为%硬件&$后者视为%软件&"这使女教师在教学方面的投入和成绩得不到应

有的承认"由于晋升职称主要是靠科研方面的指标$包括承担的科研项目及经费#取得的科研成果#获

得的科研奖项等$相对女教师总体上有教学强项而言$男教师总体上有科研强项$而目前评职称的标准

乃至各种人才奖励计划中选拔人才的标准则契合了男教师的强项"

干部提拔要经过考核"考核干部的标准本来没有性别上的区分$同样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但

在评判和考核结果的运用上却突出了男性干部的强项$即重视男干部的优势$而避谈女干部的优势"比

如说$在思维定势上会认为男性心胸开扩$女性心胸狭窄'但不会说男性比较粗心$女性比较细心"习惯

性评价会认为男性擅长%物体定向&$喜与物打交道'女性擅长%人物定向&$喜与人打交道$但不会因此得

出女性在做人的工作方面有优势"认为男女具有性别差异$如男性偏向抽象思维$易于掌握宏观大事'

女性偏向形象思维$感性判断$注重细节$因此选拔%一把手&或高层领导时$往往%男士优先&"我们认

为$性别差异客观存在$但知识女性的优势在于经过高等教育$具有与男性同样的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考$

同时还具备女性擅长人性化管理的性别优势"然而$目前在考核干部时往往会忽视知识女性的这个优

势$想当然地把知识女性混同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一般女性"

)三*关于知识女性在创业中遇到的传统观念障碍

我们注意到$社会上有一种关于%夫妻一体化&的说法"所谓夫妻一体化$就是妻子将精力投入家

庭$多做家务$抚育孩子$支持丈夫事业$把小家庭建设成丈夫疲惫后的一个温暖港湾与加油站"丈夫从

家庭$从妻子奉献中获得能量$再投向社会$创造事业$获得社会承认$实现男性的人生价值"知识女性

中有一部分人是自己深受这种传统思想影响$不必社会宣传$她们自己就愿意这样"另一部分人则是受

社会舆论压力与习惯的影响$不得不这样做$一是丈夫需要她这样$二是社会舆论要她这样"不论何种

原因$在高校知识女性中自愿或迫于压力陷入夫妻一体化的不少"所以出现同班同学毕业后双双在同

一单位工作$几年十几年过去后男高女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经济扶持上也奉行%男主女从&"比如一对年轻夫妇$刚参加工作$没有积蓄$但又要上进$继续深

造$必须有一个人工作$另一个人去继续高攀学位"分工的结果往往就是女性留下来继续工作保障家庭

开支$男性继续深造求学或出国$相反的情况则比较少见"这也是一种%男主女从&$将家庭发展的希望

寄托在男方身上"婚姻一旦触礁$男性带着发展资源离开$女性则守着旧我继续生活"

%男高女低&应用在择偶上$使女博士成为%剩女&"%剩女&就是被%男高女低&传统观念培育出来的"

%男高女低&的择偶结果$就是优秀女性与差等男性被%剩&出来了$但差等男性在社会上择偶也大有市

场$最后只有优秀的女性被%剩&了"

总之$%男高女低&的观念客观上对女性发展带来不利!事业上的%男高女低&使知识女性职业发展受

影响'婚恋上的%男高女低&使知识女性择偶比男性困难$婚恋上的困难往往制约知识女性对事业的追求"

)四*关于知识女性在前行中遇到的早退休制度障碍

按照现行有关规定$高校的女性副教授#正处级及以下女性教师#干部的退休年龄为
!!

岁$而男性

教师#干部#工人的退休年龄为
"&

岁!

"这样$高校的大多数知识女性比知识男性$甚至比男性工人要

早
!

年退休$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天花板&效应$极大影响了知识女性的才能发挥与事业发展"女性因生

育$事业不得不受影响甚至停滞
!

年左右'身为女性又要比男性早退休
!

年"前
!

年是人生美好的青春

时光'后
!

年是女性摆脱拖累后精力充沛的人生时段"知识女性整整比男性少
#&

年追求事业的大好光

/

"%#

/

!

大多高校在教授一级或校级领导的退休年龄规定上没有男女之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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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如果说$知识女性事业受生育影响$其%因&来自客观$那么知识女性早
!

年退休$其%因&应该说是男

权文化和制度造成的$是人为的关闭女性向高端发展之路造成的"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三#克服高校知识女性发展障碍的若干建议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

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权

利&"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应该落实在实际生活中$负有引领社会文明进步责任的高等院校理应成为社会

的表率"为克服上述四种障碍$创造中国高校知识女性与男性一样平等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提出如下

具体建议!

#*

在高校各类考核评价体系中对女性予以适当照顾$减少其
%()

年生育期的工作量$在高校青年

学者等项的评定中女性年龄应放宽
!

年"

'&

%

'!

岁是知识女性的丰收期$但很多奖项都将年龄限定在

'&

岁前$它完全是以男性为参照规定的$没有考虑女性因为人口生产失去的
!

年左右拼搏的时间"因

此高校评定中青年学者#青年科研课题#获奖年龄#学术带头人等方面$女性年龄应放宽
!

年"这不仅有

助于高校女性高层人才的涌现与成长$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建设公平公正的价值观$有利于和谐校园建设"

%*

高校各类人才选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应兼顾女性比例'在同等条件下向女性倾斜'在女性符合条

件的前提下予以优先考虑"

)*

高校干部选拔中应充分考虑男女两性各自优势$加强对女性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在校#院)系*两

级班子成员配备中应保持一定比例的女性$完全有必要借鉴性别配额制的作法"

'*

在高校人事管理的有关规定中$明确男女教师#男女干部同龄退休$但在规定期限内$男女均有主

动选择提前退休的权利"国家应制定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推进"

!*

在公民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党员干部教育中普遍开展性别文化教育$增强性别平等意识"具体

而言$将%社会性别与女性发展&列为高校通识课程和干部的培训课程'将性别意识和素养作为衡量干部

综合素质#考核评价干部的一项指标"

我们深知$真正完全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不是一个短期过程$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应该从

各个方面予以积极推动$争取早日实现高校知识女性与男性的共同发展$使我们的大学校园更加和谐$

使我们的整个社会更加和谐"

!#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社科研究自主项目%湖北
#&

所大学高层女性发展现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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