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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科技人的社會責任與義務
台灣大學材料系林唯芳教授

首先我向各位女性科技人恭喜與致敬，在現今以男性為主的科

技領域，您們已經勇敢突破最困難的障礙，選擇科技為您們的專業生

涯。我們要感謝我們先輩的遠見，在西元 1910 年的國際婦女大會提

出『男女同工同酬』及『保護女性』的要求，並明定每年的 3 月 8 日

為婦女節，使得我們女性對專業生涯有選擇的權利。但是一世紀已經

過去，為什麼我們女性科技領域就業者仍為不相等的少數，有成就者

更是寥寥可數？我們當然可以用我們一貫的作法要求更多的權益，主

張女權主義，提升女性自主意識，或許我們可以有另一種思考模式，

我們女性科技人是否有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使得男性主導的科技領域

轉變成在乎能力，不在乎性別的地方。

西元 1950 年，我出生在一個 3 女 3 男的大家庭中，排行老二，

小時候生活困苦，選擇理工是當時脫離貧窮的方法。母親雖只讀過私

塾，但思想前進，獨立意志強烈，要我們六個小孩全讀理工。家中的

女孩子年紀較大，全選了那時最熱門的化工；男孩年紀較小，則選了

電子、電腦，所以我常說我們家是時勢造英雄。那時我尚知用功上進，

因此讀起理工也得心應手，沒有什麼困難。應該是受母親的影響，我

們姐妹三人至今仍固守崗位，做得很快樂；倒是三個弟弟，二個因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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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不合已經換了跑道。因此女性科技人的第一項社會責任與義務是對

自己的選擇要專注與負責，終究會走出一條平坦大道。

在小學、中學學習無所謂男女性別，但在大學讀化工時，班上

男同學就不要和女生同組做實驗,，幸好我們那時有 8 位女同學，兩

人一組，也就沒有問題。大家都很努力，表現總是名列前矛，令男同

學刮目相看。後來到美國留學，實驗都要一人承當，早就訓練成獨立

自主的個性。學校畢業後到社會上，男、女性別的差異就突顯出來。

西元 1980 年我在美國西屋研發中心擔任資深研究員，負責公司的產

品開發，初期實驗室的工作進行順利，最後進入量產實驗階段。我事

先通知工廠的相關人員作應做的準備，然後再親自與工廠的四名技術

人員一起操作高分子聚合反應爐，他們個個人高馬大，要聽命我ㄧ個

東方小女子，心裡很不舒服，常常表現不合作的態度。第一天工作結

束，我在我的實驗紀錄簿看到他們夾了一張他們畫的漫畫，污瀎我的

能力，並用低級的語言攻擊我。我當時很冷靜的面對思考，只有兩條

路，一是放下工作承認女性失敗或較積極去爭取女權，二是繼續工

作，讓他們明白女性仍是有智慧的一面。我選擇了後者，沒有出一聲，

第二天繼續做實驗，連續一星期實驗很成功，一個月後開始量產，為

公司每年獲得美金數百萬的收益。從此以後，每每要去工廠放大實

驗，我是最受歡迎的人物，他們都會問我又為公司帶來了什麼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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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從我這個例子，我們女性只要先肯定自己，仍有主導男性的能力。

因此女性科技人的第二個社會責任與義務是教導這個男性主義的社

會，我們不僅僅是女性，還是有能力領導男性的科技人。

西元 1996 年回到台灣大學服務，我還是有感受到社會對待男女

科技人的不同。有一家製作被動電子元件的公司請我做顧問，總經理

說他們要招聘幾位碩士以上的研究員，請我為他們面談篩選。人事室

告知聘用的條件，第一條就是限男性。我向他們請教原因，他們的解

釋是因為女性太麻煩，較會為家庭瑣事請假，不願出差等等。但是他

們忘記他們是徵才，不是徵男性或女性。這是我們需要時時提醒社會

大眾的要項。以上的例子很明顯的知道，台灣的社會對女性科技人的

能力還不是很肯定。所以我們對社會的責任與義務第二項應該擴展到

對社會大眾的隨機教育，終有一天，這個社會將會只認定科技人的能

力而非他們的性別。

科技女性目前總是少數，我自身常覺得相當孤立，更可以了解

年輕的新進的女科技人員，要走的路是相當長而相當艱辛的。現今女

性在高等教育接受專業科技的訓練，雖然比例逐年增加，但是畢業後

在專業的持續性，常會受到就業場所的孤立與家庭負擔等因素而銳

減。我們在科技業已站穩的女性有責任與義務栽培後進，互相扶持，

互相提攜，建立好的表率，得到社會的支持與了解，性別的差異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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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存在了。所以第三項女性科技人的社會責任與義務是加強女性間的

互動，合作與幫助，突顯出女性堅毅的韌性，增加我們女性科技人的

成功率。

總之我們女性科技人應從 20 世紀中被動的意識，轉變到 21 世

紀要求我們能為社會做什麼的想法與行動。以上幾項親身經歷與淺

見，與大家互相勉勵，希望不久的將來女性科技人員能夠受到社會大

眾的重視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