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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我国某科研机构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毕业的２２４０５名理工科博士生就业数据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

对博士毕业生的质性访谈结果，重点研 究 了 科 研 院 所 理 工 科 博 士 的 就 业 状 况 以 及 性 别 差 异 对 博 士 生 就 业 的

影响。主要研究发现为：（１）性别差异 对 年 终 工 作 落 实 率 的 影 响 在 博 士 层 次 上 体 现 得 不 明 显，女 博 士 不 存 在

就业难的问题。（２）科研机构和高等教育单位是博士生主要的就业单位，但是性别差异会导致博士生的就业

单位性质呈现出差异。（３）在毕业去向的类型上，超 过１５．１％的 科 研 院 所 博 士 毕 业 生 会 继 续 选 择 做 博 士 后，

性别因素会导致在选择留在国内还 是 出 国 做 博 士 后 方 面 存 在 差 异。（４）博 士 生 的 求 学 地 域 将 直 接 影 响 就 业

单位地域的选择，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培养单位的博士在就业地区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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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和科技水平的飞速提高导

致性别差异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逐步减弱。在高等

教育领域，男性与女性在追求学术梦想的道路上逐

渐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的高等教育

大众化政策实施以来，博士生的招生数量逐年攀升，

２００８年，我国的 博 士 生 培 养 规 模 就 已 经 超 过 美 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其中，女博

士生的 比 例 不 断 提 高，从１９９８年 的２１．９％提 高 到

了２０１１年的３６．１３％。这 表 明：在 高 智 商、高 学 历

的研究生群体中，女性研究生的数量不断增多。但

是，对女博士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在男性占优势的理

工科专业领域，学术界对女博士的年终工作落实率、

就业去向、求职地域选择以及性别差异、学科差异对

博士生求职过程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还不多。

本研究以理工科博士生聚集的科研院所为考察

范围，重点分析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某科研机构２２４０５
名理工科博士生的就业数据，并结合对博士毕业生

进行质性访谈的结果，着重研究了科研院所理工科

女博士的就业状况以及性别差异、学科差异对博士

生年终工作落实率、就业去向、求职地域选择以及求

职过程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经历了

从恢复招生、逐步扩大招生，到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

仅次 于 美 国 的 研 究 生 招 生 大 国 的 变 迁 过 程。仅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期间，我国已经累计培养出了３６６８３８
名博士生。以２０１１年为例，全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

权的普通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培养博士生５０２８９人，
其中普通高校培养博士生４４４６４人（占全国总人数

的８８．４％），科 研 机 构 培 养 博 士 生５８２５人（占 全 国

总人数的１１．６％）。
为了保证数据的代表性和科学性，本次研究收

集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某科研机构毕业生派遣数据库

中的２２４０５条 子 信 息（博 士 信 息），包 含 性 别（男、
女）、培养单位（就读的科研单位）、培养单位所在地

（行政区划中关于东部、中部、西部城市的划分）、学

科（理科、工 科）、培 养 方 式（非 定 向、定 向）、在 学 时

间、毕业去向（派遣、出国、二分、升学）、就业单位名

称、就业单位所在地（行政区划中关于东部、中部、西
部城市的划分）、就业单位性质（科研单位、高等教育

单位、出国出境、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其他企业、其

他事业单位、升学、三资企业、其他）、派遣时间等１１
类基本信息。

（二）研究方法

通过广泛的信息收集，建立相应的分析数据库。
每一个统计数据，只统计该信息完整的样本，故不同

数据可能会拥有不同的有效样本数。利用方差分析

和卡方检验对大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与对比。

二、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性别差异对年终工作落实率的影响在博士

层次上体现得不明显，女博士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

为了检验科研院所的男、女博士毕业生在年终

落实率上是否存在差异，详细统计了被调研的科研

院所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届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数 据。统 计

截止时间为当年度的１２月份，即以教育部使用的年

终落实率为计算标准。结果显示（表１）５年来女博

士的年终工 作 落 实 率 平 均 为９３．７４％，男 博 士 的 年

终工 作 落 实 率 为９４．６３％。这 说 明：在 博 士 学 历 层

次上，性别差异对博士年终工作落实率的影响不大，
女博士生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

（二）科研机构和高等教育单位是博士生主要的

就业单位，但是性别差异会导致博士生的就业单位

性质呈现出差异

通过分析科研院所博士毕 业 生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就业单位性质的分布，可以发现：科研院所的博士生

由 于超过５０％的学生为硕博连读生，已经至少在科

表１　科研院所博士毕业生年终工作落实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年份 性别 年终工作落实人数 总人数 落实比率

２００８
男 ２７１６　 ３０９４　 ８７．７８
女 １２０２　 １３９１　 ８６．４１

２００９
男 ３０８３　 ３１３４　 ９８．３７
女 １３８１　 １４１５　 ９７．６０

２０１０
男 ３１２５　 ３１７５　 ９８．４３
女 １４００　 １４３５　 ９７．５６

２０１１
男 ２８９４　 ３０２７　 ９５．６１
女 １３２３　 １３８９　 ９５．２５

２０１２
男 ２７８１　 ２９９１　 ９２．９８
女 １２４４　 １３５４　 ９１．８８

研单位从事了５年的科研学习工作，因此相对于毕

业于高等学校的博士生来说，对于科研院所的文化

和科研氛围有着更多的认同感，所以，在科研单位就

业是科研院所博士生的主要就业领域。同时，由于

高校在教师招聘规定方面的对学历的要求一般都是

获得博士学位，所以高等学校也是科研院所博士主

要的工作领域。（见表２）
表２　科研院所博士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就业单位性质上的分布

单位性质 人数 所占比例

科研单位 ８８１３　 ３９．３％
高等教育单位 ４０１１　 １８％

出国出境 ２４８６　 １１．１％
党政机关 １４５２　 ６．５％
国有企业 １１４２　 ５．１％
其他企业 １０１５　 ４．５％

其他事业单位 ９２４　 ４．１％
升学（国内博士后） ８９８　 ４％

三资企业 ８１５　 ３．６％
其他 ８４９　 ３．８％

　　说明：“其他”主要包括医疗卫生单位、部队、中等或初等

教育单位 以 及 那 些 选 择 灵 活 就 业、自 由 职 业、自 主 创 业 的

人员。

虽然，科研机构和高等教育单位是博士生主要

的就业单位，但是性别差异会导致博士生的就业单

位性质呈现出差异。（见表３）
通过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五年来的科研院所博士研

究生的就业单位性质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男博

士和女博士在就业单位性质方面存在统计学意义上

的显著差异。（不同性质检验χ
２＝１８９．９，Ｐ＜０．０１）

１、科研单位或高等教育单位是科研院所博士生

毕业后主要的工作单位。但是，由于在博士攻读期

间博士生们已对科研院所的单位性质、科研氛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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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性别的科研院所博士毕业生

在就业单位选择上的对比（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就业单位性质 男博士人数比例 女博士人数比例

科研单位 ４０．１３％ ３７．５４％
高等教育单位 １６．０７％ ２２％

出国、出境 １１．３５％ １０．５３％
党政机关 ６．４５％ ６．４５％
国有企业 ５．６８％ ３．８１％
其他企业 ４．９５％ ３．６１％
三资企业 ４％ ２．８３％

其他事业单位 ３．９９％ ４．４１％
升学 ３．７９％ ４．４９％
其他 ３．５８％ ４．２５％

科发展等方面有了很好的文化认同感，科研院所博

士生进入科研单位工作的人数比例远远高于高等教

育单位。（科研单位３９．３％，高等教育单位１８．３％）

２、科研单位或高等教育单位作为博士生主要的

求职意向单位，在求职结果上存在着明显性别差异。
男博士进入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的比例高于女博

士（男博士４０．１３％，女 博 士３７．５４％），而 女 博 士 进

入高等 教 育 单 位 工 作 的 比 例 高 于 男 博 士（女 博 士

２２％，男博士１６．０７％）。这 从 一 定 程 度 上 说 明：在

博士学历层次上，近６０％博士生都将延续学术职业

的发展方向，但是性别因素将影响博士生求职意向

单位的选择。通过对２０位毕业博士生的访谈，可以

发现：男博士更倾向于在科研院所从事单纯的科研

工作，其心理抗压能力、学术追求欲望高于女博士；
女博士在实现自身学术职业发展的同时，更看重工

作与家庭的平衡，更希望获得相对宽松和弹性的工

作时间，因此，高等院校教学科研岗位考评体系的吸

引力以及每年寒假和暑假的公休时间成为导致女博

士主要在高等教育单位求职的重要原因。

３、男博士进入公司、企业工作的人数比例远远

高于女博士，而女博士进入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数比

例高于男博 士。（见 表３）这 表 明：在 就 业 单 位 性 质

上，女性更倾向于相对稳定的工作单位，而男性更倾

向于选择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或工作岗位。

４、博士后经历是很多博士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

进一步拓宽自身学术领域的一条途径。通过进行大

样本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男博士与女博士相比，
更倾向于选择出国做博士后（男博士出国出境的比

例为１１．３５％，女博士出国出境的比例为１０．５３％）；
女博士选择在国内做博士后的比例高于男博士。通

过访谈，可以发现：女博士倾向于选择在国内做博士

后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婚恋、家庭关系的考虑，而且女

博士做博士后的地域选择也大都根据配偶或男朋友

的工作地点而定。
（三）在毕业去向的类型上，超过１５．１％的科研

院所博士毕业生会继续选择做博士后，性别因素会

导致在选择 留 在 国 内 还 是 出 国 做 博 士 后 方 面 存 在

差异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博士毕业生在

毕业去向上 的 差 异 不 显 著（Ｖ２＝３．２５，ｐ＝０．５１６），
即女博士与 男 博 士 在 毕 业 去 向 上 的 分 布 比 例 基 本

一致。
博士研 究 生 的 毕 业 去 向 主 要 集 中 在 派 遣（就

业）、出国（国外博士后）、升学（国内博士后）三种类

型上。近五年来，博士毕业生在毕业去向上整体上

趋于平稳，就业形势良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出

国深造形势受国际留学环境变化的影响，呈现逐年

下降的趋势。（见表４科研院所博士生毕业去向依

据性别的分布）
博士生在选择出国做博士后还是留在国内做博

士后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男博士更倾向于选择出国

做博士后，女博士更倾向于选择国内的单位做博士

后。（见表４科研院所博士生毕业去向依据性别的

分布）
（四）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培养单位的博士

在就业地区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博士生的求学地

域将直接影响就业单位地域的选择

来自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培养单位的男博士在就

业地 区 选 择 上 存 在 统 计 学 意 义 上 的 差 异（χ
２ ＝

７６９３．７，Ｐ＜０．０１），来 自 东 中 西 部 不 同 地 区 培 养 单

位的女博士在就业地区选择上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

差异（χ
２＝３９６２．３，Ｐ＜０．００１）。

其中，在东部地区求学的男博士生和女博士生，
在毕 业 去 向 的 地 域 选 择 上 有 显 著 性 差 异（χ

２ ＝
２０．９８，Ｐ＜０．０１）；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求学的男

博士生和女博士生，在毕业去向的地域选择上没有

显著性差异。（分别为χ
２＝１．３６２，Ｐ＝０．５０６，χ

２＝
３．９５１，Ｐ＝０．１３９）

在东部 地 区 的 科 研 单 位 读 书 的 博 士 生，超 过

８０％的博士 生 在 毕 业 后 会 选 择 东 部 地 区 的 工 作 单

位，其中女博士选择在东部就业的比例（８４．５％）略

高于男博士（８１．５％）。在中部和西部的科研单位读

书的博士生，７０％左右的博士生在毕业后会选择中

部和西部地区的工作单位就业，其中，在中部和西部

·５７·马明霞，等·性别差异对博士生就业的影响



表４　科研院所博士生毕业去向（派遣、出国、升学）依据性别的分布（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年份 性别
毕业去向

派遣（就业） 出国（国外博士后） 升学（国内博士后）

２００８年

男

女

人数 ２２１０　 ４２１　 ９０
所占比例（％） ７１．４０　 １３．６１　 ２．９１

人数 ９６３　 １９３　 ４２
所占比例 ６９．２３　 １３．８７　 ３．０２

２００９年

男

女

人数 ２２８３　 ３５６　 １４９
所占比例（％） ７２．８５　 １１．３６　 ４．７５

人数 ９９４　 １４５　 ７３
所占比例（％） ７０．２５　 １０．２５　 ５．１６

２０１０年

男

女

人数 ２３４８　 ２４５　 １５４
所占比例（％） ７３．９５　 ７．７２　 ４．８５

人数 １０４３　 １０９　 ６８
所占比例（％） ７２．６８　 ７．６０　 ４．７４

２０１１年

男

女

人数 ２３３２　 １６７　 ９２
所占比例（％） ７７．０４　 ５．５２　 ３．０４

人数 １０２４　 ７８　 ６７
所占比例（％） ７３．７２　 ５．６２　 ４．８２

２０１２年

男

女

人数 ２３０６　 ７６　 ９９
所占比例（％） ７７．１０　 ２．５４　 ３．３１

人数 １０３１　 ２８　 ６４
所占比例（％） ７６．１４　 ２．０７　 ４．７３

的科研单位读书的女博士选择在中部和西部地域就

业的比例都高于男博士。（见表５求学地域对科研

院所博士生就业单位地域选择的对比）
表５　求学地域对科研院所博士生

就业单位地域选择的对比

求学地域 性别
毕业去向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男

女

人数 ８４１７　 １３０８　 ５９８
百分比 ８１．５％ １２．７％ ５．８％

人数 ４００１　 ５１６　 ２１６
百分比 ８４．５％ １０．９％ ４．６％

中部

男

女

人数 ４０９　 １０７４　 ８０
百分比 ２６．２％ ６８．７％ ５．１％

人数 １８６　 ４５４　 ２８
百分比 ２７．８％ ７０％ ４．２％

西部

男

女

人数 ３９７　 １６８　 １１３６
百分比 ２３．３％ ９．９％ ６６．８％

人数 １４１　 ６７　 ５０２
百分比 １９．９％ ９．４％ ７０．７％

三、讨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科研院所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大 样 本 博 士

毕业生的数据，采用卡方检验和方差分析的方法，从

年终落实率、就业去向、求职地域选择、求职过程等

方面对性别差异和学科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形成

了以下研究结论：
（一）由于社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在

博士层次上，女博士毕业生不再是毕业季中的“弱势

群体”。女博士与男博士在就业去向上不存在明显

的差异，并且两者在年终工作落实率上也日趋持平。
（二）性别的差异不再主要体现在找工作时的难易

程度上，而是开始主要体现男博士和女博士在毕业去

向以及就业单位性质的选择上。受社会传统价值观和

性别定位的影响，女博士更倾向于选择生活稳定、可以

兼顾个人学术职业发展与婚姻家庭的高等教育机构等

事业单位作为求职的首选。同时，在博士后的地域选

择上也倾向于选择在国内的科研单位或高等学校，与
男博士倾向于出国做博士后的大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三）在博士学历层次上，博士生的求学地域将

直接影响就业单位地域的选择。东部地区虽然是博

士生毕业后向往的就业地域，但是性别差异在求学

地与就业地的相关性上体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对于

女博士而言，求学地区成为其就业地区的可能性高

于男博士。这表明：女博士对地域的依赖性高于男

博士，一旦熟悉了某些区域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

·６７· 马明霞，等·性别差异对博士生就业的影响



就喜欢稳定下来。
本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 一，通 过

大样本的数据分析，有助于增强科研院所女博士的

求职自信心和驱动力。第二，在博士生的就业指导

工作方面，作为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应该更加关注

性别和学科差异对博士生就业去向和就业单位性质

的影响，针对男博士、女博士开展差异性就业指导。
例如：着力加强女博士在事业单位求职过程中的技

能指导和能力训练；重点关注理科博士生求职就业

过程中的问题与困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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