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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





上海女性人才环境评价研究①

上海市妇联　华东师范大学　高向东　张　强

　　人才作为一个地区最稀缺的资源要素，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往往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而一个地区的人才资源的多寡又取决于该地区的人才环境是否能够吸

引人才、留住人才和发展人才。上海作为全球重要的节点城市，其建设全球科技创新

中心的战略目标更是对上海人才环境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女性人才作为上海人

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撑起了上海人才的“半边天”，由于女性在性格及心理等

方面的独特优势，使得女性人才在管理、金融、传媒、教育、科研等领域发挥了独特作

用，她们与男性一样都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以及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中坚力量，因此

如何客观合理地对上海女性人才环境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价，对于上海留住本地女性

人才、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女性人才都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战略意义。

一、 女性人才环境评价的文献综述

在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女性人才建设的大环境背景下，学术界围绕女性人才环境

展开了诸多研究。罗青（２００６）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法，呼吁营造有利于女性

人才的性别文化和社会环境。李燕萍（２０１０）基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界定女性高层

次人才的内涵、类型及其成长的影响。徐继红（２０１２）采用文献分析法对ＣＮＫＩ中有

关高校教师发展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赵世华（２０１０）等从影响女性人才

积极性因素采用相关和聚类等分析进行研究。荆建华（２０１０）采用元分析方法，梳理

３００

① 本报告为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妇联专项课题《上海建设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背景下女性人才机

制研究》（编号：２０１５ＺＰ０１Ａ）的缩略版。



国内高校女性发展研究的相关问题。董鹏（２０１３）运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对女

性人才进行心理测评，分析在不同因子上的显著差异。刘玲（２０１３）从社会工作的角

度，定性研究了女性人才的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

借鉴人才环境的相关概念，女性人才环境是指女性人才赖以生存和得以发展的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自然等环境，包括影响女性人才成长的各种外部要素的

总和。具体来说，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也包括精神环境；

既包括宏观环境，也包括微观环境。

二、 女性人才环境评价的模型建构
女性人才环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性

别因素等各个方面。本文基于对女性人才环境内涵的把握，在遵循以上指标设计原

则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人才专家的意见，并综合考虑上海建设全

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新背景以及女性人才区别于男性人才的特有因素，将上海女性人

才环境（总指标）分为自然环境犉１、经济环境犉２、人文社会环境犉３、科技环境犉４、人

才就业环境犉５、人才生活环境犉６、创新与创业环境犉７，以及性别环境犉８八大类，即

八个一级评价指标犉犻。在这八个一级指标下又划分出相应的二级指标犉犻，犼，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女性人才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总指标 一级指标犉犻 二级指标犉犻，犼

女性人才

环境综合

指数犉狑

犉１自然环境指数

犉１．１城市环境质量指数　犉１．２城市环境舒适度指数

犉１．３城市自然环境优美度指数　犉１．４城市人工环境

优美度指数

犉２经济环境指数

犉２．１经济增长指数　犉２．２经济规模指数

犉２．３经济效率指数　犉２．４发展成本指数　

犉２．５产业层次指数

犉３人文社会环境指数

犉３．１价值取向指数　犉３．２社会公平指数　

犉３．３交往操守指数

犉３．４国际化程度指数　犉３．５社会交流指数　

犉３．６开放与包容指数

犉４科技环境指数
犉４．１科技实力指数　犉４．２科技创新能力指数　

犉４．３科技转化能力指数

４００



续表

总指标 一级指标犉犻 二级指标犉犻，犼

女性人才

环境综合

指数犉狑

犉５人才就业环境指数

犉５．１人力资源规模指数　犉５．２人力资源质量指数　

犉５．３人力资源配置指数

犉５．４人力资源需求指数　犉５．５人力资源教育指数　

犉５．６人才市场发育指数

犉６人才生活环境指数

犉６．１生活质量指数　犉６．２生活成本指数　

犉６．３基础设施便利指数

犉６．４信息技术设施便利指数　犉６．５商业体系健全度

指数　犉６．６社会安全与满意度指数　犉６．７政府服务

能力指数

犉７创新与创业环境指数

犉７．１创新氛围指数　犉７．２创业精神指数　

犉７．３经济自由度指数

犉７．４法制健全指数　犉７．５政府审批与管制指数　

犉７．６政府执法能力指数

犉７．７市场发育程度指数　犉７．８产权保护制度指数

犉８性别环境指数

犉８．１家庭性别歧视指数　犉８．２教育性别差异指数　

犉８．３就业机会公平指数

犉８．４工资的性别差异指数　犉８．５晋升机会公平指数

犉８．６女性关爱指数

　　根据上面的分析，女性人才环境的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犉狑＝犳（犉１，犉２，犉３，犉４，犉５，犉６，犉７，犉８） （２．１）

在这个表达式中八个子环境中的前面七个都属于人才环境的一般因素，在男性

人才与女性人才之间几乎无差异，而第八个子环境性别环境是女性人才特有的环境，

这一环境主要是反映了女性人才在家庭、工作以及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同于男性人才

的待遇状况，该值越大表明女性人才与男性人才之间越平等，反之则表明女性人才所

享受的待遇与男性人才相比差距越大。因此本文中首先基于前面七个指标合成一般

人才环境指数犉０，可以认为这七个子环境在人才环境中同等重要，因此采用等权重

加权法进行计算，一般人才环境指数越大表明整体的人才环境状况越好，其表达式如

式２．２所示。

犉０＝∑
７

犻＝１

犉犻／７ （２．２）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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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利用一般人才环境指数犉０乘以性别环境指数犉８从而得到女性人

才环境指数犉狑，具体表达式如式２．３所示。

犉狑＝犉０犉８ （２．３）

对于三级指标合成二级指标以及二级指标合成一级指标采用的方法是利用方差

加权求和法进行合成，其公式为：

犉犻，犼＝∑犻，犼
犽犻，犼，犾犉犻，犼，犾 （２．４）

其中犉犻，犼，犾为三级指标，犉犻，犼为二级指标，犽犻，犼，犾为三级指标的方差。

犉犻＝∑犻
犽犻，犼犉犻，犼 （２．５）

其中犉犻，犼为二级指标，犽犻，犼为二级指标的方差，犉犻为一级指标。

所有三级指标在计算之前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使其变为无量纲数据，这里的标

准化方法为指数法，即将该指标除以该指标取值中的最大值。

三、 上海女性人才环境评价的计算和分析

为了全面了解上海市的女性人才环境的发展状况，本文根据前面的女性人才环

境的评价指标体系收集了２００７年与２０１３年的上海市女性人才环境的三级指标的数

据，并为了明确上海女性人才环境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本文选择了香港、北京、深

圳、广州四座一线城市作为对比城市，数据所属年份同样为２００７年与２０１３年，所有

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以及北京大学的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

（一）上海市人才总体环境与女性人才环境发展的基本状况

为了对上海市人才总体环境以及女性人才环境的发展概况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分别绘制了２００７年以及２０１３年上海市以及国内其他几座一线城市的人才总体环境

指数与女性人才环境指数柱状图，分别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从图１和图２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女性人才环境指数总体低于相应的

人才总体环境指数，这说明女性人才相对男性人才来说，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性别上

的不公正待遇，即具有一定的性别歧视性；第二，从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３年这六年中，上海

的人才总体环境指数以及女性人才环境指数都在上升，这表明上海的人才总体环境

６００



　　　　　

图１　２００７年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的人才环境指数

图２　２０１３年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的人才环境指数

以及女性人才环境在逐步改善，尤其是在２０１３年，上海的人才总体环境与女性人才

环境都超过了北京，仅次于香港，位列全国第二，这为上海建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

供了一定的实力基础；第三，从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３年间，香港、上海以及深圳的人才总体

环境以及女性人才环境都在改善，而北京以及广州的人才环境却在恶化，这种下降为

上海提供了警醒；第四，从五座城市的人才总体环境以及女性人才环境的排名来看，

女性人才环境的排名与人才总体环境的排名几乎无差异，这表明人才总体环境对于

女性人才环境的好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五，从五座城市的两项指标的排名来看，

７００



香港稳居第一，北京与上海难分伯仲，深圳位列其后，而广州则位列末位；第六，虽然

上海在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３年间不论是在人才总体环境还是女性人才环境上都超越了北

京，位列全国第二，但是与排名第一的香港相比，无论是人才总体环境还是女性人才

环境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两项指数的差距都达到１０％以上，这说明上海的人才环

境和香港这样的全球城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若与纽约、巴黎、伦敦这样的全

球一线城市相比差距会更大。

（二）上海市女性人才环境中各项子环境的基本状况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从左至右颜色逐渐由深到浅，这表明在整体上从左至右排名

是逐渐下降的。从人才总体环境以及女性人才环境的排名分布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７年

至２０１３年，这两项指标排名的唯一变化就是上海超越了北京，从第三位晋升为第二

位，而香港第一位、深圳第四位、广州第五位的位置稳定不变。

图３　２００７年与２０１３年五座一线城市各项人才环境指数排名

８００



观察各分项环境指标的颜色可以看出，香港除了在科技环境位列第三名之外，其

余所有环境都名列前茅，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就业环境、创新与创业环

境这四项环境更是稳居首位，这些都是上海所不具备的。在所有的各项子环境中，上

海只有性别环境与科技环境两项超越了香港，这说明了上海在人才环境方面和香港

差距较大，八项子环境中足足有六项不及香港；但是上海在科技环境上却优于香港，

这说明上海具有良好的科技实力基础，这有利于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实现；同

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性别环境相对其他城市较高，这表明上海女性人才相对于其

他城市的女性人才具有较高的和较公平的社会地位，因此上海对于女性人才具有较

强的吸引力，这一结论的发现与“上海男人疼老婆”的民间通俗说法相一致，因此可以

说，上海市是女性人才工作与就业的福地，这些都有利于吸引女性人才为建设和建成

上海市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目标的实现

不仅仅需要雄厚的科技基础、优越的人才科技环境，更需要良好的创新与创业环境，

但是上海的创新与创业环境却不及深圳，只名列第三位，这对激发上海市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的活力来建设上海全球科创中心是极为不利的。

人才与资本等其他要素资源一样，在空间上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因此相邻地区或

者级别相近地区的人才环境的改善必然会降低本地区留住人才的能力以及对人才的

吸引力。研究发现，北京的女性人才环境的各项子环境以及综合环境在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１３年中虽然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深圳的众多子环境都进步很快，其人文与社会

　　　　　

图４　２０１３年香港、上海和北京三座城市各项人才环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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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更是由第五位蹿升至第二位，这都对上海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之势，对上海吸引来

自全国以及全世界的人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三）上海市女性人才环境中各子环境与国内领先城市间的距离

从图４的２０１３年三座城市的各项人才环境的雷达图可以看出，上海除了在科技

环境上较香港有较大的优势之外，其在就业环境、创业与创新环境以及人文社会环境

三个方面与香港差距较大，这些指数的差距都在０．３以上，而在生活环境、经济环境

以及自然环境三个方面虽然与香港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不大，因此未来上海在

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需要着力推进人文社会环境、就业环境以及创业与创新

环境三个方面的建设。

对比图４中的上海与北京的情况可以看出，上海除了在科技环境方面稍微逊

色于北京之外，在其他几项子环境中都超越了北京，也正是因为如此，上海的女性

人才总体环境超越了北京，进入第二位，但是从图中也可以看出虽然上海在众多子

环境上领先于北京，但是领先优势却不明显，只有性别环境一项具有一定的显著

优势。

四、 结论和思考

通过前文对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新形势下上海市女性人才环境的分析和评价，可

以概括出如下几点主要的结论：

一是上海市女性人才环境在中国一线城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香港，但各项子环

境与香港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二是上海市在女性人才环境与人才总环境上超越北京，成为大陆地区女性人才

环境最优越的城市，但是其相对于北京的优势并不明显。

三是上海是国内一线城市中性别环境最优秀的城市，因此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具

有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吸引女性人才的性别平等优势，可以说上海是全国乃至全

球的女性人才就业与工作的绝佳城市之一。

四是上海的就业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尤其是创业与创新环境，与香港这样的全

球化城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是未来上海在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吸

引人才，特别是女性人才所必须解决的短板，也是未来发展潜力较大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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