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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集围绕近30年来女性创新人才培养及其社会环境、女性领军人才培养机制、女性教育者培
养后备人才特色等展开，旨在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展现女性人才自改革开放以来开拓创新、
成才建业的时代风貌，对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女性的发展创新、科学成才提供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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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女性与改革开放30年　　改革开放30年女性人才成才环境的变迁　　丁琳　刘钊　　所
谓女性人才，指在政治、经济、法律、科教、文化和卫生等领域，以其独特的魅力，推动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女性群体。
改革之初，女性人才受到自然、社会的多元因素制约，在参政议政、岗位竞争、劳动就业、婚姻家庭
、身体健康以及接受教育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启蒙了女性的心灵，女性人才真正从人的价值上认识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
话，走出了固有的天地。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变化，传统经济与网络技术相结合，对女性人才的成才环境进
一步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20世纪80年代相对封闭的环境制约　　1.自然性别差异的特殊性限制　　人类自身的繁衍规
律和人的社会角色成长双重任务集于一身，给女性带来了性别的制约。
大学毕业年轻人正值青春年华，此时知识形成、心理成熟，事业刚刚起步，也正是男女青年谈婚论嫁
之时。
婚后怀孕、生育及哺乳这段时间女性身心疲惫，无法集中精力投入自己倾心的事业中去，和原来在同
一起跑线上的男性拉开了距离。
况且，婴幼儿期的子女生活上的照顾也多半由女性承担，更要在事业之外让女性耗费大量的精力和体
力。
为了事业，有些现代女性只好将生育年龄推迟到三十几岁，有的甚至放弃生育或终身不嫁。
科学表明，生育年龄的推迟不利于后代的健康。
放弃生育或终身不嫁，不仅影响女性自身的身心健康，同时也使人类繁衍规律受到消极影响。
这是自然性别的差异所造成的客观矛盾。
　　2.社会性别的角色定位限制　　传统文化中“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封建
观念，潜移默化地植人人们的头脑，大大降低女性的成才意识，影响其才能和智慧的进一步发挥。
社会对男女两性社会角色的期望和规范，直接影响着两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角色定位。
因此，无论在学业、就业，还是在工资收入、事业开拓等层面，社会对有影响力女性的期望值偏低。
但是，阻碍有影响力女性成才的最大障碍应是女性自身，当面对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多重压力，她们比
较容易选择放弃，并且总会为放弃努力找一个家庭或生活上的借口，当夫妻双方都有发展机会而面临
选择时，做出牺牲的也多半是女性。
　　3.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限制　　现阶段家庭中家务劳动量较大，占用的时间较多，而传统的“男
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和“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女性在家务劳动及子女教育中所花的
时间多于男性。
知识女陛在单位是学者、教师、管理者，在“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的无差别的男女
平等观念影响下，知识女性不甘落后；回到家中，她们还是妻子、母亲、女儿，料理家务、相夫教子
、照顾老人，从事的是难以价值化的隐性劳动。
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的双重角色、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使有影响力女性难以满足最佳双重角色的
需要。
波伏娃《第二性》一书探讨了生理学意义上的“女性”是如何一步_步按照社会习俗和要求，变成社
会学意义上的“女性”，变成屈居于男性之后的“第二性”。
　　4.社会评价标准的导向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对女性的角色评估总是处于男性价值体系
之下，以丈夫和子女的社会地位及价值来衡量、体现女子即妻子与母亲的价值：所谓“出得厅堂，下
得厨房”不仅是许多职业女性的追求，也是男性理想中完美女性的形象，传统的“母以子贵”、“妻
以夫荣”的“替代成功”观念剥夺了女性应有的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
衡量男性大多是以他的社会价值为标准，即从事业成就方面评价，男人为事业不顾家是天经地义，女
人为事业不顾家就一定会受到来自社会以及家庭多方面的压力。
　　5.自身传统思想的限制　　我国是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创造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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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积存了一些封建的糟粕思想，其中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等传统性别偏
见和性别歧视思想，是阻碍女性成才的深层的历史根源。
传统女性观不仅贬损女性形象，弱化女性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而且还从思想和行为上控制、
约束女性。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将女性的“品德”与“才识”完全对立，使古代女性一味相信男子须才高
八斗，女子只求做“贤妻良母”，重德轻才成为压抑女性成才的桎梏。
　　二、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的环境开放　　1.封闭环境的开放　　环境是成才的土壤。
进人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国外的新观念、新思维大量涌入国门，这一切都对
女性成才的环境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第三、第四产业的发展为女性成才提供了良好的就业空间。
传统的第三产业在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一大批新兴行业也大量涌现，比如通讯服务、金融服务、旅
游服务、信息咨询和社区服务等。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第四产业出现在世人面前。
第三、第四产业的发展，使原来以体力差别作为职业分工基础的男女职业选择界限逐渐淡化，以智力
差异选择职业的机会为女性就业提供了新的领域和机遇。
第二，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在重视知识和教育的同　　时，也越来越认识到女性平等接受
教育的机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确保女性平等接受教育，一系列政策纷纷出台，同时各种教育体系也逐渐完善，女性成才的教育环
境空前优化。
　　2.自身传统思想的突破　　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是传统女人伟大的使命与天职，但对于一些女性
人才来说，“高收入、高消费、高享受”是她们的显著特征，自信、自我与自由自在则是其追求的“
终端目标”，不被男人束缚，不为家庭所累，不用为柴米油盐操心，“一个人的精彩”，这在具有个
性的女人看来，是一种“愉我体验”、“本我追求”，更是对束缚女性的传统思想的突破。
来自华东师大的一份《80后女大学生性心理发展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80后女大学生的“男人味”
越来越浓，在被调查的来自复旦、交大、华东师大等12所高校1—4年级的732名在校女大学生中，近三
分之一有“双性化”性格特征①，比70后的双性化性格比例高出16个百分点。
　　3.社会性别的角色转换　　虽然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启蒙了女性的心灵，但是女性人才仍然在事
业和家庭难以两全的困境中举步维艰，她们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体力投入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工
作，去更新知识，开拓创新，社会所赋予女性的性别角色影响着许多有才华的女性脱颖而出，女性人
才要想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实现自身的价值，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做出更大的牺牲。
甚至不同的社会角色期待还造成了一个怪现象：过高的学历成为女性婚恋过程中的忧患，以至有人提
出应把人类分成三类：一是男性；二是女性；三是女博士。
高学历女性被划归于另类，既是对人类发展的讽刺，也是现实生活存在的女性成才障碍的真实写照。
虽然当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女性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各个领域中也涌现出一大批女科学家
、女学者、女企业家等，但女性的家务劳动分工并没有随着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变而改观，家庭与事
业孰轻孰重，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角色选择仍面临着诸多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
　　4.社会机会不均的制约　　由于社会偏见和培养选拔机制不健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法律
赋予男女平等的权利，还不能在社会生活中普遍落实，妇女在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方面还
存在很多障碍，各级领导岗位特别是中高层领导岗位女性比例偏低，当前这个比例在国际排名中还日
渐下落。
即便在女性较为集中的行业、单位，女性领导的配备也较少。
　　当今社会职位、就业等竞争激烈，又有人第三次喊出“妇女回家”的口号，似乎减员增效首先减
掉的就应该是女性。
这一问题在女大学生就业时显得更为突出，企业为了减少负担妇女生育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而干脆拒绝
女性，甚至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招聘也存在着性别歧视现象。
不均等的机会、不平等的待遇，使许多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在求职的路上屡屡受挫，以至于许多女生
喊出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现实似乎告诉女人，依靠婚姻来获取社会资源和地位，要比依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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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切实可行，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思想，削弱了女性自立自强的意识。
　　三、新世纪的环境优势　　1.互联网发展成为女性人才脱颖而出的平台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不仅把人类浓缩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而且为女性提供了一个与男子平等竞争的舞台。
截至2001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总数达到3 370万人，其中女网民占40.09％。
　　女性因比男性更投入、更精细、更敏锐，以至于有专家论断，女性比男性更适合在互联网公司工
作。
在美国，职业女性进军互联网业的人数骤然增多，女性经理就职互联网公司的浪潮达到了高峰，在新
兴互联网公司中高达45％的高级管理职位由女性充任①；到2001年，欧洲电子商务的用户中60％为女
性；在女性掌管的企业中，83％的企业在使用计算机，26％的企业拥有自己的主页；在商业领域，22
％的女性经常到Internet开展研究工作或进行商业交流，相比之下，商业领域中的男性只有14％的人在
这样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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