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总工会发布上海职业女性创新能力调查

主动创新不足家庭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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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市领导祝女代表、
女委员节日快乐

本报特派记者 刘晶晶 北京专
电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正
在北京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市委书记韩正，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殷一璀，市政协主席吴志明等市领
导向上海女代表、女委员致以节日祝
贺，祝全市各界妇女同志节日快乐，家
庭幸福，生活美满，事业进步。

市委书记韩正日前还在上海会
见了历届上海市巾帼创新奖获得者
代表，对大家在各自领域为上海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韩正说，你们是巾帼英雄，是
妇女学习的楷模，也是全社会学习的
榜样。上海要建成“四个中心”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按照中央
要求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
发展先行者，全市广大妇女同志在各
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各行各业
都有妇女的贡献，涌现出无数优秀女
性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半边天”。社
会和谐的基础在社区和家庭，广大妇
女用自己特有的坚韧和智慧，发挥积
极作用，使我们的社区、家庭更加温
馨和谐。相信全市妇女姐妹在积极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
中，在积极投身上海“四个中心”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过
程中，一定能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
造并共同拥有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本次调查样本数共计757人，其
中女性469人占62%，男性288人占
38%。调查显示，从年龄来看，36-40
岁以及41-45岁是申请创新发明的高
峰期，36-40岁的职业女性中，有30.2%
的人申请到创新发明，41-45岁职业
女性中，有31.8%的人申请到创新发
明。在每年能独立或参与获得各类研
究课题和项目以及获得奖项方面，40
岁以上职业女性的比例更高。

在申请到科技创新发明的职业
女性中，工作21-25年的职业女性申
请科技创新发明的比例最高，为

30.3%，16-20年次之，为29.5%，位列
第三、第四位的分别是26-30年以及
11-15 年，分别有 27.8%和 24.4%。
申请科技创新发明次数最多的工作
年龄段为16-20年，有9.1%的人申请
科技创新发明超过10次以上。

>>>解读
创新出成绩需要时间积累

电气自动化巾帼创新工作室的负

责人洪华出生于1973年，来自宝钢集

团宝钢股份自备电厂。22年来，她从普

通的一线工人成长为宝钢股份第一位

女技能专家、宝钢集团第一位女工人发

明家。对于中年女性反倒成香饽饽的

调查结果，洪华并不觉得奇怪。她认

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时间去

积累，才能更了解自己的领域，更敢于

去改变。“我觉得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同样适合这个10年定式。”

1986 年出生的张楠功能化植物

纤维巾帼创新工作室的张楠今年刚

到而立之年。她认为，女人到了中年

后，工作经验积累得比较多。家里负

担变轻，各种环境也稳定了，所以反倒

有利于创新。

别以为二三十岁的职业女性才是创新的主力，事实上，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才是创新的“一枝
花”。当然，女性创新也存在诸多瓶颈，尽管女强人不少，但相较有闯劲的男性，女性在创新上尚需努
力。这是在“上海工会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6周年主题活动暨上海市五一巾帼创新工作室表彰
会”上，市总工会披露的职业女性创新能力状况调查报告内容。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55.9%、52.5%和53.8%的受访者认
为职业女性缺乏主动创新意识、安于现
状和缺乏自我达标计划。究其原因，
44.7%的人认为因为没有时间精力，
38.3%的人认为是岗位要求不高，26.8%
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18.6%认为是自
己学习能力有限，15.6%是由于对自己
现状较满意。其次，对问题敏锐度不
够，操作实践能力较弱。分别有31.5%
和27.4%的人认为，与男性相比，大部分
职业女性不太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调查还显示，职业女性申请科技
创新发明的成功率、科研项目的承担
率及参与率均低于男性。女性申请
到科技创新发明的比例为18.7%，约
比男性低10个百分点。女性中平均

每年能独立获得或参与各类研究课
题和项目的比例为34.1%，比男性低
4.1个百分点。

即便已身在成果创新过程中，有
近一半的女性认为，个人能力有限
（49.9%）和缺乏专业指导（49.5%）是
她们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和问题。
其次是经费不足（24.9%）、社会创新
氛围缺乏（17.1%），以及成果转化渠
道不畅（14.7%）等。

>>>解读
另一半不泼冷水就是最大支持

在洪华看来，女同胞创新成果

少，这是因为一来女同胞在家庭中承

担角色更多，创新需要沉下心来，但

女职工需要分心的事太多；二是女同

胞的职业生涯较男同胞短，很多女职

工刚就业时就要同时面临婚姻和生

育，要稳定下来至少要 5 年后，才开

始真正在领域里安心下来去学习，起

点比同龄男同胞晚很多，这就更需要

女同胞认准一件事就执着地去做，而

不要自己就认为自己比不过男同胞。

但洪华并不认同调查数据显示

的女同胞不善于发现问题一说。“我

觉得我就比身边男同胞更善于发现

问题，关键是要学会发现问题的视

角和方法，这个男女是一样的。”洪

华还指出，女性创新需要家庭的支

持，如果另一半不给你的梦想泼冷

水就是最大的支持。

科技创新发明和课题项目研究
数量是职业女性创新能力的重要体
现。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有19.5%的
职业女性申请到科技创新发明。三
分之一职业女性获得过研究课题和
项目。职业女性的创新发明成果大
部分得到转化或采纳

职业女性的科技或理论创新、发
明已经全部获得转化或被采纳的占
15.4%、部分转化或采纳的占62.6%、

没有转化或采纳的占22%。

>>>解读
营造氛围让女性安心头脑风暴

如何结合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培养女性创新人才？张楠认为这

和团队氛围有关。“其实女性的承压

能力不弱，但对她们要多鼓励，刚柔

并济。一般女员工很感性，看到身边

活生生的成功案例可能给比你给她

们多发奖金更管用。”

她还分享激发团队创新的方

法。“一是每年举行创新大赛，二是只

要有创意，随时可头脑风暴。去年，

我与四个从事行政的女同事生下宝

宝后，小孩都患上了湿疹。我们都觉

得与雾霾有关，便立刻头脑风暴，发

现都市雾霾源除了汽车废气外，建筑

扬尘占据了第二位。于是研发降尘

纤维素减少雾霾的灵感顿时产生。”

十年以上工龄女性是创新主力军

近半女性认为创新过程中缺专业指导

六成女性创新发明已部分转化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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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将新增2类
民生档案免费查询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今年，本
市将在现有婚姻登记、计划生育、知
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知青子女回
沪、再生育、工伤认定、学籍等8类民
生档案查询的基础上，再增加2类民
生档案查询，总门类将达到 10 种。
而且，市民在本市任何一个社区事务
受理中心就可以免费查询到所需要
的上述总计8类民生档案。市委、市
政府昨天在世博中心召开的“2016
年上海市档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
上传出这一消息。

这一会议不仅晒出“十二五”成
绩单，更是描绘了“十三五”档案事业
蓝图。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
在服务民生方面，今年将继续做好民
生档案全市通办工作，使平台上运行
的民生档案种类增加到10种，具体
服务上则体现“就地查询、跨馆出证、
馆社联动、全市通办”的便利性。

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市档
案局将编制“十三五”时期本市国家
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利用实施方
案。在数字档案馆建设方面，将以自
贸区扩区为契机，进一步扩大电子文
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单套制”试
点范围，积极推进数字档案馆测评。

科创中心建设22条
政策解读周五开讲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市科协、市
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上海广播电
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将于今年3至5月
上旬，共同举办“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22条政策解读系列讲座”。首场讲座
将于3月11日下午2：00-3：30，在南
昌路57号海洋能厅开讲。届时，上
海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吕国
强将为市民专门解读“知识产权运用
和保护”有关政策实施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