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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尤其是解放以后，中国的女物理工作者献身于物理教学和科研，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培养了一代代新人，为祖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选择物理的女性比率反而开始下降 &这
个趋势与其他学科和其他国家形成反差，并将严重影响科教兴国方针的实施 &本文对国内目前女物理工作者的状

况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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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众所周知指南针、火箭等技术是中国人首

先发明的，然而物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我国的发展

只是从 $" 世纪初才开始 & 在这一百年左右的岁月

里，我国的物理学工作者与大家一样经历了许多次

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但他们始终艰苦奋斗，献身于物

理教育和科研事业，取得了丰富的科学成果，并且培

养了一代又一代新人 &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于 !)%$
年，甚至在抗日战争期间，它还顽强地生存下来，并

且尽力开展工作 &著名的中国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就

是当年第一批物理系女大学生 &她后来留学美国，留

在那里从事核物理研究直到终年，一生有许多重要

的科学成果，特别是第一个用实验证实了弱相互作

用宇称不守恒 &她也曾是美国物理学会的第一位女

性主席 &步其后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又有一

些女性陆续到欧美深造，攻读物理专业，因为国内有

些大学被迫关闭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海外学者

纷纷回国效力，其中不乏女物理学家 &最早的归国科

学家多投身于祖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也有一些转

入了发展固体物理，例如原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

授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
*" 年代由于我国政府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对高

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政府着手制定规划，培养新

一代的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人才 &妇女也得到了进一

步的解放，在生活和受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与

男性平等的待遇 &在学校中女性的地位提高到了前

所未有的程度，她们具有与男性完全一样的选择专

业的权利，在理科系，女学生占有相当比例，在医科

甚至女生多于男生 &
然而在物理系，女性的比例始终不太高，其原因

很复杂 &据调查，在一些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女生

可能占到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见图 !），但是在其

他综合性大学的物理系中，女生数难得超过 $"+，

如图 $ 所示的南京大学本科招生男女比例以及图 %
所示的复旦大学物理系硕士生男女比例的统计数

据 &由图可见，在近几十年内女大学生的比例与年份

的关系几乎完全混乱 &这是因为入学人数是随社会、

政治和经济因素而变的，在中国这些因素在半个多

世界以来有过多次变化 &

图 !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招生男女比例

图 $ 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招生男女比例

图 % 复旦大学物理系硕士生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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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大学中物理系的名额完全由国家分配决

定，而入学是通过严格的考试来筛选的 !后来在“文

革”年代改成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因为女孩一般

比男孩更“驯服”些，就得到了更多的机会被推荐，这

可能说明女生比例图中出现在那个时期的高峰 !从
"# 年代起国家又恢复了高考制度，而在改革开放以

后，外部因素的影响就越来越强了 !由诺贝尔奖得主

李政道发起的 $%&’() 计划鼓舞了年轻人学习物理

的兴趣，不论男孩和女孩都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得到

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中国参加国际奥

林匹克物理竞赛屡屡取得出色的成绩更加助长了这

方面的积极性 !但是女生比例在这段时期并没有急

剧增长，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社会对计

算机、经济等人才的需求增加，法律、经贸等一些曾

被冷落的系又重新成为热门，他们分流了相当多的

女生生源 !
就从事物理工作的性别比例而言，无论哪个国

家，女性比例都相当少 ! *##* 年 + 月在巴黎举行的

首届“关于女物理工作者国际会议”，来自 ,- 个国家

和地区的 +## 多名代表就讨论了这个问题 ! 每个国

家情况很不一样，也不分发达或发展中国家 !例如，

伊朗大学物理系本科生中女性已超过 -#.，但研究

生只有百分之十几，任教的就更少甚至没有一位正

教授 !在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物理系女大学生比

例没有伊朗高，但教授比例高达 +#. ! 而在发达国

家中，德国、北欧和日本的各类职称级别女性的比例

最少 !美国以前情况也很差，但 /# 年代后经美国物

理学会的努力，情况不断改善，现在获得物理学士学

位的女性比例已接近 *#.，获得博士的比例接近

0*. !女教授的数量也在缓慢增加 ! 职位越高，女性

比例越小，说明社会培养出的女物理博士和女物理

工作者没能充分发挥她们的才能 !这是人才资源的

很大浪费，在国外被称为“漏管道”的现象 !
虽然普遍公认在中国女性的地位比许多其他国

家好得多，中学教师中有 +#.以上是女的，在有些

大学中女教师的比例也超过 +#.，但在物理领域，

层次越高女性比例越低，“漏管道”现象也很严重 !在
最高 的 相 当 于 教 授 这 一 层，女 性 比 例 从 未 超 过

0#. !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在研究所中女性的比例正

在下降，因为老一代的女物理学家退休了，而很少有

新人补充进来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统计数据

表明了这个情况（见图 1）!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得到的数据是，02",—*### 年得到基金资助的

1# 岁以上的人员中女性占 003/.，而小于 1# 岁的

人员中女性仅占 -3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女物

理学家在减少，这与国际上的趋势是相反的，使我们

对中国的女物理工作者的前景感到担忧 !

图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男女比例

虽然在中国表面上还是男女同工同酬，但是许

多私营企业和研究单位公开违法地只招男雇员 !一
些男教授不愿意招女研究生 !由于经济原因，一些幼

儿园关闭了，而允许一定比例的失业率更引起一些

媒体开始讨论“妇女回家”的话题 !此外，还有其他形

式的性别歧视 !在巴黎的会议上，代表们感受最深的

是，女物理工作者在职业发展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障

碍是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即一种无形的、非公开的

性别歧视 !在领导阶层几乎全是男性的物理系和研

究所中，女性很难进入“老哥们”的圈子，很难有发言

权，也难让男性理解她们所面临的困难 !在我国，年

龄歧视是一个新问题，且女性更是受害者，例如女的

退休年龄比男的早，而女的寿命却比男的长 !在当前

考虑提升和资助方面向年轻人倾斜，这实际上对女

性不公平，因为这样女性就更难在生养孩子以后返

回到做物理的岗位上 !虽然许多国家已有关于男女

平等、禁止性别歧视的法律，但各基层单位执行情况

都不同 ! "# 年代后期在美国，因某些物理系的要求，

美国物理学会组织了由资深女物理学家组成的访问

团，与系里女生和女教职工座谈，了解她们的工作环

境和待遇，最后向系主任提交调查报告和建议书 !另
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已开始重视年龄歧视的问

题，最近通过新的政策，在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中对女

性放宽年龄限制 !然而，我国在这方面似乎还未认识

到问题的存在 !
近 *# 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进步，建立了发展科学技术的牢固基础 !在
此过程中，物理学始终并将继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而在物理领域女性一直是无名英雄 !令人遗憾的

是，个别男物理工作者甚至声称：根本没有必要鼓励

女性做物理工作，而他们当中有很多在中学和大学

是从女物理教师那里学习物理的！当务之急是要制

订适合的政策，让女性在物理专业中得到与她们的

能力完全相当的待遇，促使她们在这个重要科学领

域做出最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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