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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力量”全面赋能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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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浦江创新论坛——女科学家峰会以“绿色发展她力量”为主题，邀请海内外科

技领域的女性精英，围绕女性参与全球创新发展的新使命、新担当、新作为展开深入研讨。

本期对女科学家峰会嘉宾报告进行梳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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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三 

“她力量”全面赋能绿色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据统计，我

国有四千多万女性科技工作者，占全国科技工作者的 45.8%。她们在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奋勇攻关，在推动成果转化上积极作为，在科技服

务岗位上兢兢业业，尤其是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领域的贡献、情怀与

担当，充分展现了女性力量，在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女性科技工作者是科技人才队伍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要高度重视女性力量，强化政策保障，为女性科技工作者施

展才华创造良好环境。 

一、在科技创新中“她力量”不断强化 

在全国妇联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女性科技工作者队伍建设

取得了积极成效，规模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能力显著提升，涌

现出了一大批矢志报国、勇于创新的青年女科学家，在基础理论、应

用技术、工程实践等各方面都活跃着女性奋斗的身影。 

一方面，女性科技工作者在科技队伍中的占比提高。科技部副部

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李萌指出，目前国家科技专家库中，女科学

家占比为 22%。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女性项目/课题负责人

约六千人，占负责人总数的 17%，女性项目骨干占比约为 27%，有

1900 多位女科考人员参与青藏科考，占总数的 32%，其中有高级职

称的为 450 人。冬奥会中，女性科技项目骨干占比为 30%左右，全国

孵化器企业负责人中女性占比为 24%左右。荷兰爱思唯尔全球首席执

行官白可珊指出，中国女科学家的增长引人瞩目，在净零排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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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参与科研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学科领域，中国女科学家表现最为活

跃，比全球平均水平高 1.4 倍，意味着中国女科学家在净零领域的科

研产出比远高于其他领域。 

另一方面，女性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的作用凸显。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黄晓薇提出，女科技工作者应当坚持科技向善，

自觉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深入推进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让更多科技成果造福人类社会，承担科普责任，做生

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彭沉雷指出，

上海历来重视女性科技人才的培养，连续多年颁发上海市巾帼创新奖、

举办长三角女性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积极搭建载体和平台，让

更多优秀女科技工作者脱颖而出。美国国家 CCS 研究中心主任、谢

菲尔德大学教授乔恩•吉宾斯认为，现在女性参与科研变得越来越正

常，女性是非常好的科研力量，尤其是在气候变化领域，女性力量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新创业与公共政策专业李

佳教授课题组博士王尔钰认为，一个优秀的女科学家对未来环境、未

来家园有更母性视角的理解，女科学家导师有更细腻的交流能力、洞

察能力，这些优势应该得到更好发挥。 

二、在低碳创新中“她力量”机遇与挑战并存 

面向未来，在绿色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科技工作者性别

差异的影响逐步缩小，为女科技工作者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然而，

全球范围来看，女性科技工作者仍然面临性别歧视、从业数量不足、

参与决策不够等挑战。 

1、绿色发展为缩小性别差距，推动科研女性发展提供机遇。联

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代表安思齐提出，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会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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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创造 2400 万个绿色工作岗位，未来世界上九成的工作岗位都

需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鼓励更多女童接受科技教育，并继续

从事相关职业，特别是在新兴的绿色和蓝色产业。 

2、科研女性面临性别歧视、从业数量不足、参与决策不够等挑

战。安思齐指出，从全球来看，在科技领域，男女性别差距依然存在，

中低收入国家妇女和女童被困在巨大的性别鸿沟之中，仍有 7.4 亿妇

女与互联网隔绝，全球只有三分之一的女性进入科学领域。根据《自

然》杂志统计，过去六十年里女性学者发表的文章数量只占 27%。此

外，技术本身可能会加剧性别不平等，在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行业中

往往依然是男性主导，存在一定的性别歧视和暴力。白可珊指出，科

研领域一半的毕业生都是女性，但女性在科研活动中的占比不到 33%，

只有 4%的女科学家能够晋升领导层。同时，科研工作者的身份会直

接影响研究方向和服务对象，例如计算机科学女性数量不足，可能会

导致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存在性别偏见。由于科学界女性的数量不足，

意味着女性无法获得和男性平等的医疗卫生服务。 

三、在绿色发展中“她力量”亟需被赋能 

妇女一直处于气候行动的前沿，也是国际舞台上的领导者，各行

各业的妇女都在采取气候行动，关注大自然，关注孩子的未来和社区

的未来。低碳发展趋势可以成为缩小性别差距的机会，让更多女性参

与到科技中是至关重要的。 

科技领域女性需要被看见、被重视、被支持。中国科学院院士、

香港科技大学晨兴生命科学教授叶玉如认为，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人才的培养，引导广大市民关注科技创新，鼓励更多年轻人，尤其是

更多的年轻女性从事科研工作。荷兰驻华大使馆教育科学参赞康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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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荷兰政府提供 250 万欧元的资金来支持鼓励女性参与 STEM 教

育，科学委员会也开启特别关注女性的人才项目，荷兰的大学将奖学

金、研究项目等分配到更多的女性。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终身

教授、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委员会主任黄淑帧认为，父母在培养孩子

的过程中，需要尊重小孩的意见，从小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思考能力。

巾帼和须眉应该互相帮助、互相融合，创造一个伟大的绿色大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曾凡一认为，男性和女

性从基因上看，各有各的优点，两者应该相互融合、宽容、合作、敬

佩。从职业、专业、生活来讲，女性男性是非常平等的，或者说是等

同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应当勇敢、自信地热爱科技事业。中国工程院

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曾溢滔提出，世界需要科学，科学需要

女性，做科学一定要独立思考，养成在任何压力下都坚持真理的精神。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提出，女科学家要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不断追

问、考虑和谋划十年后能为国家带来哪些科技成果和国际荣誉，把国

家的科技事业推到国际前沿。 

 

 

 

整  理：陈秋萍、姚景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