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期[总第４５期]

２０１８年６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ofGraduateEducation
No．３

Jun．,２０１８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Ｇ１６６３(２０１８)０３Ｇ０００１Ｇ０７

工学女博士的学术职业去向和层次

———基于清华大学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博士毕业生的分析

金蕾莅a,王轶玮b,林成涛c,胡德鑫b

(清华大学　a．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b．教育研究院;c．党代表联络办公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Ｇ０２Ｇ０８
作者简介:金蕾莅(１９７５－),女,天津市人,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王轶玮(１９９１－),女,辽宁抚顺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林成涛(１９７７－),男,山东即墨人,清华大学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

胡德鑫(１９８８－),男,山东潍坊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利用清华大学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的全样本数据,检验５５６０名工学博士在学术职业落实率、学术职业去

向和层次上的性别差异及变化趋势.结果发现:⑴十年来,女博士的学术职业落实率显著高于男博士;⑵十

年来,男女博士在学术职业去向上无显著差异,其中毕业后到高校直接就业的累积比例虽均居首位,但逐年

下降趋势明显;⑶十年来,女博士进入“９８５工程”高校的累积比例显著低于男博士.本研究从个人成长、人才

培养和高校招聘三个层次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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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博士群体而言,获得博士学位是进入学术职

业的“通行证”.我国自１９８１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三

十余年来,女博士人数剧增,在全体博士中的占比从

１９８７年的８．８０％[１]增长至２０１５年的３７．８５％[２].
女博士是否有公平的机会进入学术机构,且是高水

平的学术机构从事学术职业,不仅是博士培养与发

展质量领域的研究焦点,也是透视女性社会经济地

位和受教育价值的重要维度.鉴于工学博士是博士

在校生中数量最多的群体,占比已约为全体的三分

之一[２],本研究将重点检验男女工学博士在学术职

业落实率、具体去向和层次上的差异,以及随着时间

变化表现出的趋势和特征.

一、问题的提出

欧美关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普遍认为,女
博士的就业质量不如男博士,在理工类学科内尤为

明显.首先,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３]、德国[４]和

美国[５]的研究发现,女博士总体就业率与男博士基

本持平,但女博士的全职就业率较低.例如,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专门针对理工科博士的调查揭示,女
博士的就业率略高于男性１％,然而全职就业率却

低于男性５％[５].第二,究竟男博士还是女博士会

更多地进入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结论并不统一,存
在国家间或者学科间的差异.比如,荷兰[６]、英国[７]

和美国[８]理工科女博士进入高等教育部门和研究机

构的比例高于男博士;但美国生理学女博士进入教

育行业的比例低于男博士[９].第三,女博士就职研

究型大学的比例低.美国大学全职教师中,女性在

两年制社区学院比例更高,而男性在研究型大学的

比例更高[１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表明,在
美国国家拨款最多的２０所大学中,理工类女性研究

者的比例仅约为３０％[８].在２０１２年的一项随机双

盲实验研究中,研究者为一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



师提供了一名应用材料专业虚拟的学生应聘者,并
为其随机分配了男性或女性名字.研究发现,男性

和女性教师对男性申请人的评分显著更高,选择了

更高的起薪,并向男性申请人提供了更多的职业指

导[１１].第四,与男博士相比,女博士较少从事研究

工作[３,７],特别是理工科背景的女博士从事本领域

研究工作的比例低于男博士[１２].第五,理工科女博

士在往更高级职位流动时会遇到无形的障碍,获得

终身教职的比例低于男博士[１３].
相比国外,我国对于博士就业质量的研究数量

少且内容单一,主要集中在检验性别与毕业落实率、
就业去向、薪水以及就业满意度的关系上.有研究

认为,工学女博士在毕业落实率方面与男博士并不

存在显著差异[１４Ｇ１５],甚至在某些年份上高于男博

士[１６];女博士更倾向于选择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

做博士后[１７Ｇ１９];男女博士的起薪没有显著差异[２０];
女博士的就业满意度高于男博士[１６].

对比上述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从性别视角对

博士就业质量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盲点.首先,不同

性别的博士毕业生谁更有可能进入学术机构从事学

术职业,国内外文献结论不一致,更鲜有报告在一段

时间内的性别差异和变化趋势.其次,学术职业最

终落实单位的类型与层次,能更加精准地反映博士

的就业质量.但在我国现有的文献检索范围内,并
没有关于女博士学术就业层次的研究.第三,国外

文献指出博士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突出反映在理工

科领域,尽管工学博士占据了我国博士生教育中的

最大体量,但现有文献缺少关于工学博士就业质量

的性别差异研究.
为了探索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清华大学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年的十年全样本历史数据,检验工学男女博

士在学术职业落实率、学术职业去向,以及学术职业

落实层次(即直接就业的高等院校类型)上的差异和

变化趋势.清华大学作为我国工程教育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的高校,在２０１６年最新公布的 U．S．New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在工程领域连续两年超过

MIT,蝉联全球第一[２１].因此,以该校工学博士毕

业生为样本,研究我国顶尖大学工学博士毕业生的

学术就业结构与质量,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根据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提供的全

样本数据,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统招统分的博士毕业生总

计７９６３ 人,工学博士毕业生 ５５６０ 人,占总体的

６９．８％.其中,男 博 士 ４４７４ 人 (８０．５％),女 博 士

１０８６人 (１９．５％),毕 业 时 平 均 年 龄 为 ２８．７０ 岁

(SD＝２．３２).
(二)核心变量的操作定义

学术职业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洛根威尔逊以

«学术 人»(TheAcademic Man)为 主 题 的 著 作

中[２２].在中文语境下,沈红提出学术职业是“以学

术为生、以学术为业的特征,学术的存在和发展使从

业者得以生存和发展”,具有广义和狭义的范畴[２３].
广义指所有分布在不同机构中的学者和他们所从事

的学术工作,狭义指四年制本科院校作为其职业发

展场所的学者和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顾剑秀和

罗英姿将学术职业界定为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等学术

组织从事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的工作[２４].
原始数据中的毕业去向分为９类(见表１).本

研究沿用顾剑秀和罗英姿的定义,同时认为博士后

亦属于学术职业的准备期,故将类别１至类别４定

义为学术职业落实去向,其累计总和定义为学术职

业落实率.为了比较男女博士在学术职业落实层次

上的差异,将直接签约就业的高等院校类型划分为

“９８５工程”院校、“２１１工程”院校和一般院校.
(三)统计方法

采用卡方检验探索工学博士毕业生在学术职业

落实率、学术职业去向和就业高等院校类型上的性

别差异,将p ＜０．０５设置为显著性水平,所有统计

分析使用SPSS软件完成.

三、研究结果

在检验学术职业选择特征之前,先对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年间男女工学博士的毕业落实率(即表１类别

１至类别８之和)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见图１),两
者的毕 业 落 实 率 都 很 高,男 博 士 介 于 ９６．４％ －
９９．６％之间,女博士介于９３．７％－１００．０％之间.以

性别和毕业时间为自变量,毕业落实率为因变量进

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仅２００８年男博士的落实率

(９９．４％)显著高于女博士(９７．３％)(χ２＝３．８８１,p＝
０．０４９).从十年的累计结果来看(见表１),男女博士

的毕业落实率分别为９８．６％和９８．４％,不存在显著

差异(χ２＝０．２０１,p＞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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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工学男女博士初次毕业去向的累计统计(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男(n＝４４７４) 女(n＝１０８６) 总体(n＝５５６０)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毕
业
落
实
率

学
术
职
业
落
实
率

１．留学博士后 ３３０ ７．４ ７４ ６．８ ４０４ ７．３

２．国内博士后 ５６８ １２．７ １５４ １４．２ ７２２ １３．０

３．高等院校 ７４１ １６．６ ２４０ ２２．１ ９８１ １７．６

４．科研单位 ６４４ １４．４ １７６ １６．２ ８２０ １４．７

５．党政机关 ２１５ ４．８ ５８ ５．３ ２７３ ４．９

６．企业单位 １６３８ ３６．６ ２９１ ２６．８ １９２９ ３４．７

７．其他单位 ９９ ２．２ ２９ ２．７ １２８ ２．３

８．灵活就业 １７７ ４．０ ４７ ４．３ ２２４ ４．０

９．未就业 ６２ １．４ １７ １．６ ７９ １．４

图１　工学男女博士初次毕业落实率(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一)学术职业落实率

图２描述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工学男女博士的逐

年学术职业落实率.其中,男博士介于３８．４％－
６０．２％之间,整体呈上扬趋势;女博士介于４８．２％－
７２．２％之间,波动式上涨.以性别和毕业时间为自

变量,学术职业落实率为因变量进行卡方检验.结

果显示,女博士学术职业落实率显著高于男博士的

年份分别是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３年(χ２s＝６．３８９
~１６．６３０,ps＜０．０５).十年累积下来(见表１类别１
至类别４之和),女博士的学术职业落实率(５９．３％)
显著高于男博士(５１．０％)(χ２＝２３．９８６,p＜０．００１).

(二)学术职业落实去向

对所有选择学术职业的博士毕业生(n＝２９２７)
的具体方向进行进一步分析.图３和图４描绘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工学男女博士逐年的学术职业落实

去向.从趋势上看,无论男女到高等院校就业整体

上呈下滑趋势,即男博士从２００５年的５６．８％一度下

滑至 ２０１３ 年 的 １９．０％,女 博 士 则 由 ２００８ 年 的

５０．８％下滑至２０１１年的２９．１％;与此相对,他们选

图２　工学男女博士学术职业落实率(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图３　工学男博士学术职业落实去向的比例

择国内博士后和科研单位的比例皆有所上升.换句

话说,到高等院校就业曾一度是博士生们的首选,但

３金蕾莅,等:工学女博士的学术职业去向和层次



是在２０１０年开始出现拐点,选择国内博士后或到

科研院所就业的比例赶超了到高等院校就业的

比例.

图４　工学女博士学术职业落实去向的比例

　　以性别和毕业时间为自变量,学术职业落实去

向为因变量进行卡方检验.数据显示,仅２０１２年女

博士中选择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直接就业的比例显

著高于男博士,选择留学博士后和国内博士后的比

例显著低于男博士(χ２＝８．０７２,p＜０．０５).从十年

的累计数据来看(见表２),尽管女博士中到高校直

接就业的比例略高于男博士,但整体而言,工学博士

的学术职业去向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三)就业高校层次

对到高等院校直接就业群体(n＝９８１)所在学

校层次进行进一步分析.图５和图６报告了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年工学男女博士就业于不同类型高校的逐

年比例.就变化趋势而言,男女博士到“９８５工程”
院校就业皆出现下降趋势,即男博士从２００６年的

８４．８％下降到２０１３年的４２．６％,女博士从２００７年

的７５．０％下降到２０１３年的４８．４％;与之相对,两者

到“２１１工程”院校就业的比例基本稳定,到一般院

校的比例稳中有升.

图５　工学男博士就业高校类型分布 图６　工学女博士就业高校类型分布

表２　工学男女博士学术职业落实去向的差异检验(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留学博士后 国内博士后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χ２

男(n＝２２８３) ３３０ １４．５ ５６８ ２４．９ ７４１ ３２．５ ６４４ ２８．２
女(n＝６４４) ７４ １１．５ １５４ ２３．９ ２４０ ３７．３ １７６ ２７．３

总体(n＝２９２７) ４０４ １３．８ ７２２ ２４．７ ９８１ ３３．５ ８２０ ２８．０

６．９９３

　　以性别和毕业时间为自变量,就业高校类型

为因变量进行卡方检验.数据显示,工学男女博

士在就业高校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年份分别是

２００６年(χ２＝１５．８５３,p＜０．００１)和２０１１年(χ２＝
１２．２２６,p＜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工学女博士到“９８５
工程”高校就业的比例显著低于男博士,到“２１１工

程”高校和一般高校就业的比例显著高于男博士;

２０１１年,工学女博士到“９８５工程”高校和一般高

校就业的比例显著低于男博士,到“２１１工程”高校

就业的比例显著高于男博士.从十年的累计数据

来看(见表３),工学女博士中到“９８５工程”高校就

业的比例显著低于男博士,到“２１１工程”高校和一

般院校就业的比例略高于男博士(χ２＝８．７１９,p＜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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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工学男女博士就业高校类型的差异检验(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９８５工程”高校 “２１１工程”高校 一般高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χ２

男(n＝７４１) ５１２ ６９．１ １２５ １６．９ １０４ １４．０

女(n＝２４０) １４１ ５８．８ ５４ ２２．５ ４５ １８．８

总体(n＝９８１) ６５３ ６６．６ １７９ １８．２ １４９ １５．２

８．７１９∗

　　　注．∗p＜０．０５.

四、讨论

高学历女性的就业机会与质量关乎女性个人成

长及自我认同,关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同以往有

关博士就业的研究发现类似,清华大学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十年的全样本数据显示,工学男女博士的毕业落

实率都很高,不相上下,十年中仅有一年女博士的落

实率显著低于男博士.而且,在十年累计的总量上

也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工

学博士在毕业后都会拥有就业或继续进修的机会,
男女相对均等.这也进一步提示,在研究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博士就业质量时,应当更加聚焦于就业结

构和层次与培养目标的吻合度,而非传统意义上的

落实率或者就业率.因而,本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检

验工学博士在学术职业落实率、学术职业去向和层

次等问题上的性别差异及变化趋势.
首先,从十年累积的结果来看,工学博士总体的

学术职业落实率在５３％左右,已出现职业选择多元

化趋势,即工学博士生毕业后的出路不只局限于学

术职业,已有近三分之一的人选择在工商业界就业.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认为,７０年代

以来博士毕业生就已开始出现“稳定的远离教育和

基础科研职位的趋势”[２５].在当今知识经济和信息

化的背景下,多元化、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工作特质

凸显.博士教育与学术职业的关系逐渐解耦,博士

教育和职业之间将建立新的更加模糊的关系,博士

毕业生的职业去向将更加分散和多元化.尤其是工

学领域具有应用性较强、与工业界联系紧密的特征,
无论男女博士都应该为职业选择多元化做出准备,
增强自身的可迁移技能和可雇佣性,适应新的职业

模式和职业文化.
就性别差异而言,十年中有三年工学女博士的

学术职业落实率显著高于男博士;从十年的累计结

果来看,女博士也显著高于男博士.这意味着越来

越多的女性进入了传统以男性为主的工学学术领域

中,拥有了更多从事科学研究和贡献研究成果的机

会,冲击着科学和工程类领域中性别失衡的状况.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女性进入学术职业的职业动

机与价值观,以此解释中国的工学女博士为何更倾

向于选择学术职业.
第二,就学术职业的具体去向而言,固然工学博

士毕业后以直接进入高校就业为主,但比例逐年下

降趋势明显,选择博士后或到科研单位就业的比例

则显著上升.差异性检验也证实男女博士的趋同性

规律,即十年中仅有一年在学术职业去向上有显著

的性别差异,但从十年累计结果来看性别差异不显

著.这些结果清晰地反映出学术职业内部结构的调

整.从传统意义上讲,高校一度是博士从事学术职

业的主战场.但随着本土博士生规模的扩大,海外

博士毕业生回流比例的提高[２６],不可避免地加剧了

竞争高校学术岗位的激烈程度.如此,一方面迫使

越来越多有志于从事学术职业的新晋博士选择以博

士后作为研究训练和学术职业的准备和过渡阶

段[３];一方面直接选择与高校学术性质类似的科研

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博士后阶段被认为是女性研

究者“管道泄露”的关键时期.美国国家卫生研究调

查表明,女性在博士后到大学教师的过渡期间更容

易离开研究界[２７].因此,博士后阶段是否会加剧工

学领域女性研究者的流失值得关注和警惕.此外,
新晋女博士到科研单位就业的上升趋势高于选择博

士后的趋势,男性在这两者的上升趋势上近似,或许

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男博士中有更大比例的人愿

意花更长的时间为学术职业做准备,而女性更加渴

望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三,就高校就业的层次而言,无论是男博士还

是女博士,毕业后在中国最好的“９８５工程”大学直

接就业的机会都显著下降,而到一般高校就业的比

例稳步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术职业门槛已

然越来越高.从性别视角来看,虽然工学女博士中

进入“９８５工程”高校的比例在十年中仅有两年显著

低于男性,但十年累计下来,比男博士低了１０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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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可见,在高校就业层次上性别差异的累积效

应表现明显.这表明单一年份的数据资料难以证明

女性在高校就业层次上的差距,而从较长时间段来

看,女性则显现出一种稳定的弱势.虽然工学女博

士在学术职业落实率和去向分布上与男性平分秋色

甚至略占优势,但似乎缺乏跻身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的竞争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样本为中国

顶尖精英大学的工学女博士,其本身具有巨大的人

力资本和学校声誉信号,这是否意味着学术劳动力

市场存在一定的性别分割现象呢?

五、建议与局限

基于上述主要发现,本研究从个人、博士培养单

位和学术劳动力市场三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提

高工学女博士就业竞争力和选择适应性,发挥女性

人才优势提供参考.
(一)工学女博士自身应为到高水平研究型高校

就业做好多维度的准备

首先,工学女博士应在博士学习过程中提高参

与学术研究的主动性和投入性,为进入高层次研究

型大学进行充分的能力准备.其次,工学女博士应

努力破除性别刻板印象,即男性是科学发展的主导

力量,而是要增强自身的学术自信,扬长避短,不惧

竞争,为进入高层次研究型大学做好强健的心理准

备.最后,工学女博士可增强学术资源获取能力,建
立学术人脉和网络,为进入高层次研究型大学争取

广泛而稳定的社会支持.
(二)培养单位应在培养过程中加强对工学女博

士的人文关怀与职业辅导

高校应注重提升工学女博士的自信心和就业竞

争力,在对其职业动机和就业特征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通过挖掘工程领域杰出女性研究者的典型案例

开展榜样教育,增强女性的学术自我效能感,激发学

术志趣,促进她们到高水平研究型高校就业的期望

和求职行为.博士培养单位还可以帮助工学女博士

了解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的用人信息与成长规

律,主动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立推荐渠道,助益女

博士的职业选择.
(三)科学技术领域学术劳动力市场应努力促进

性别公平

高层次研究型大学在招聘和管理过程中应积极

发掘和信任女性的潜力与优势,有意识地提高女性

科研工作者的代表性.例如,在招聘过程中规范聘

用标准,增强信息和决策的透明度;在准入机制中消

除性别壁垒、性别歧视,改变学术职业中性别失衡和

女性人才短缺的局面.此外,建议在学术用人单位

内部增加专门促进工学女性学术职业发展项目以及

性别平等促进计划,为女性学术发展和晋升提供资

助、指导,以及家庭与育儿等福利性支持.
虽然本研究对工学女博士的就业状况做出了初

步探索,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第一,由于数据的限

制,本研究无法深入探讨工学女博士倾向选择学术

职业的原因与机理,今后的研究设计可增加个人背

景、学业过程、工作价值观、社会支持等多变量加以

解释.第二,学术职业去向统计口径仅为学术单位,
没有工作岗位的信息.换句话说,在学术单位就业

的博士可能并不完全从事学术科研工作,因此本研

究中所探讨的学术职业仅是宏观层面上的,缺乏更

精准的描述.第三,因为仅使用了一所学校的全样

本数据,本研究的结论在推广性上需要谨慎,未来的

研究可以纳入其他学校样本,将学校声誉纳入分析

中,进而检验不同类型学校的工学男女博士在学术

职业去向与层次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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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studyexaminesthegenderdifferenceandvariationtrendinacademiccareerＧorientedemploymentrate,academiccareerＧ
relatedjobＧhuntingandworkpositionlevelof５,５６０doctoralgraduatesinengineeringwiththefullsampledataofTsinghuaUniversity
across２００５Ｇ２０１４．Resultsshowthat(１)theacademiccareerＧorientedemploymentrateoffemaledoctorsisobviouslyhigherthan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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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ablylessthanthatofmaledoctorsinthepasttenyears．Forthose,thisstudymakessomeproposalstoimprovethesituatio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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