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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诺贝尔奖涌现了4位

女性获奖者，在诺奖历史上含“她”

量颇高。这也让昨天举行的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她”论坛多了几

分喜悦。

亮相论坛的多位世界顶尖女

性科学家优雅、知性，她们纷纷高

兴地表示：虽然女性在科学领域的

占比仍然不高，但是，“她力量”越

来越受到关注了！“男女生理差异

让男性更理性、女性更感性，但这样

的差别只是让他们处理事务时采用

不同的方式方法，千万不要把这种

‘不同’变成‘偏见’，给女性贴上理

科不好、不适合科学等‘刻板标

签’。女性同样可以‘理’所当然，在

科学领域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多些自信

变“我害怕”为“我能做”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是有天赋

的。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都

需要找到这样的天赋。”89岁的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植物学会原理

事长、欧亚科学院院士匡廷云是现

场最年长的分享者。台上的她说

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衣着时髦，头

发也仔细地烫染打理过。台下的

他们，不仅被这位“她偶像”耄耋之

年风采依旧打动，更为她长达60多

年在光合作用领域持续耕耘的学术

故事所感动。这几年，匡廷云一直

在和中晚期乳腺癌抗争。2019年，

她接受了两次癌症手术，出院后很

快重回工作岗位。“我想和大家分

享玛丽 ·居里曾说过的话，生活对

我们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但是那

又怎样呢？我们必须要有毅力，最

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当匡廷云结束她的演讲，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梅-

布莱特 ·莫索尔上台抱住了匡廷云

（见右图 本报记者 陶磊 摄），连

连惊叹：如此高龄的匡院士“太令人

惊讶了”！在场的每一位科学研究

者、青年学者、大学生也感叹不已，

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女性要更自信！”中国科学院

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东

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朱美芳说，科学需要男性，更需

要女性，多元化发展中女性的智慧

与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首先，女性要克服信心差异，要从

‘我害怕’转变为‘我能做所有

事’。其次，要从‘我能做’变为‘我

们能做’，通过匡院士这样的榜样

力量，激励更多女性。”

“女性成为医者、科学家、管理

者后，让人看到温柔与坚强、感性

与思辨的碰撞与融合。这些品质

在科研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副主席，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

学部部长乔杰说。

少些偏见

多管齐下给予支持
“女性似乎不适合做科研。”

“女性更容易被家庭牵绊。”时至今

日，社会上还有这样的偏见，一些

女性自己也会对科学研究有“刻板

印象”，觉得那是更适合男性从事

的领域。“刻板印象的偏见，最终会

影响自我延续的闭环，让她们无法

进一步深造，无法在这些领域有所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总干

事伊琳娜 ·博科娃说，数字时代为

妇女和女童赋权创造了前所未有

的机会，但技术进步也带来了新的

不平等，加剧了对女性权利和福祉

的威胁。“在相关技术的创造、使用

和监管方面，女性的代表性仍然不

足。女性不仅使用数字服务机会

更少，或很难进入与科技相关的职

业，甚至有可能面临网络骚扰和暴

力。”

2021年沃尔夫医学奖得主琳

妮 ·马奎特教授一直在努力促进妇

女参与科学，2003年她创立了“女

性科学研究生”项目，解决科学领

域的女性人才流失问题。马奎特

说，改变阻碍女性参与的观念和偏

见，需要家庭、课堂、学术圈、行业

界等多管齐下，支持性别平等，还

包括了机制的完善、措施的出台

等。“比如，在就业岗位上实行性别

配额，增加理工科方面的女性领导

人数；增加儿童保育方面的公共支

出，设置女性配偶的灵活陪产假

等，来缓解女性科学工作者生育孩

子后的流失问题，消除理工科领域

的结构性不平等。”

“男性为家庭多作贡献，支持

太太的研究，说不定能让自己的工

作更高效！”论坛上“唯二”的男嘉

宾、1998年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

迈克尔 ·贝里教授风趣地说，他的

两个孩子都是自己在办公室带大

的。“当时，确实是我学术生涯非常

高产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强烈推荐

给其他男同胞。”

本报记者 马丹

96岁，她是参与今年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的，最年长的科

学家。

9时开始的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天文分论坛，她8时30分刚

过就来了。这位留着齐耳短发、

衣着朴素的老先生，是中国科学

院院士叶叔华。她是中国天文学

界的泰斗级人物，有着“北京时间

之母”的称号。

“我想感谢所有来到这里的

朋友，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见见

老朋友，认识新朋友，学到更多天

文学的科学知识。”叶叔华用流利

的英语讲道。

两年前，在第四届顶科论坛

“她论坛”上，叶先生以全英文演

讲呼吁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

飒爽的发言和认真听讲的身影，

叶先生“出圈”了。那一次，她说

到了女性面临的职场困境，也谈

到了女性要努力去打破“天花

板”。今年，叶叔华院士再次参会

顶科论坛，并回归和本行相关的、

首次推出的天文分论坛。虽然是

本届顶科论坛与会最年长的科学

家，可会议中的叶先生总在认真

倾听；有人前来打招呼寒暄，她也

是微笑应答。年纪上去了，可对

奋斗了一辈子、牵挂了一辈子

的天文事业，她的惦记和热

情，没有减弱一分。

美国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

名誉主任罗伯特 ·威廉姆斯也早

早来到现场，叶先生和他聊了好

一会。一直以来，她都希望国际

天文界之间能够有更深入的交流

和探讨，更希望如今的中国天文

学可以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天文学对我国月球和深空

任务贡献颇多。”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

常进在发言中介绍，“国际天文学

的合作对中国天文学发展至关重

要，我国已批准加入SKA项目。

我们有两项非常重要的项目得到

了大力支持，我们计划在4个波段

和暗物质研究方面发展综合观测

能力和协调能力。”

本场论坛以“科学引领天文

变革——望穿星海，探秘宇宙”为

主题，对人类的天文探索作深刻、

全面的探讨。天文科学家们在一

起展望天文学的未来，天文研究

与多学科、天文研究与工程技术

的交叉融合将加速科技变革与创

新发展。大家一致认为，推动国

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开

展与实施，共探科学“无人区”，尤

其是培养面向未来的杰出“天文

人”，对天文学从0到1的原始创

新至关重要。

本报记者 郜阳

学术与产业如何为科

技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搭

建桥梁与生态？资源分配

下，基础研究的境遇又将

如何？昨天，2023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世界顶尖科

学家企业家圆桌会议上，

知名企业家与顶尖科学家

围坐，共同探讨相关话题。

“学术圈和行业在一

起会实现很好的效果。”巴

斯夫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

裁楼剑锋透露，巴斯夫与

全球200家高校合作，20%

的利润投入了研发，校企

联合发明了很多设备，获

得不少科技大奖。这样的

协同模式也得到WLA企

业家咨询与协作委员会创

始成员及首任委员会副主

席、鹏瑞集团董事局主席

徐航的认同，他认为企业

需要大学的支持以获得更

多创新能力，并同时强调，

研究与开发两个领域都需

要资金的支持。

“追溯为人类健康作

出巨大贡献的成果最初的

源头，会发现都曾是‘无用’的研

究，但基础学科是创新之源，是不

可缺少的部分。”美国国家工程院

院士、深圳市原力生命科学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勇奎强

调，学术与产业必须密切结合才能

实现转化，或许基础科学中有一

部分长时间不会被转化，

但是唯有量的积累才

能达到颠覆性创新。

应用科学对产业的赋

能毋庸置疑，但企业也正主

动向基础科学伸出橄榄

枝。作为纯粹的数学家加

入企业，2002年菲尔兹奖

得主、华为技术公司（法国）

研究员洛朗·拉福格分享了

他与华为的最初邂逅——

华为三顾茅庐发来不设主

题的分享邀请，洛朗分享

了自己最有兴趣的研究，

现场就有几位工程师获得

了启发。他认为科研无需

纠结“有用”或“无用”。

“任何研究都是有用

的，但是事关资金投入，有

时候确实需要在‘长期’和

‘短期’之间取得一定的平

衡。”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

会副主席迈克尔 ·莱维特

说，平衡或许可以通过建

立支持生态来实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

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创办

首席教授、深圳零一学

院创始院长郑泉水补充

说：“或许可以借鉴海

外做法，创建小型生态系

统，支持一些研究作出小

样本或模型，有利于面

向更广的群体。”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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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岁的叶叔华再次参会，传递自己的天文热情

奋斗一生只为探索宇宙未知

拒绝刻板印象
女性同样“理”所当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多位顶尖科学家呼吁各方努力
为女性科研工作者“松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