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 LIBRARY 

.!I l tJ ~1 ,'.:: 1980 

UNJS/\ COLLECTION 

A/CO即．94/29

联合国妇女十年
世界会议：

平等、发展与和平

一九八0年七月十四日至三十日
丹麦，哥本哈根

科学和技术对妇女就业的影响
临时议程项目 8 (a) 



， 一 2 -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对一九七五年以来为实现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通过的世界行动计

划芍四节内刊定的各项目标而采取的各种行动进行审查和评价的一部分。本报

告是次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秘书处应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要求 (A/C on :t: 

9 .t/23, 心一辛第 2 段），并以大会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的第 33/189号

决议为尽础而冯写的。报告特别讨论了技术改革对妇女的影响，提出应如何通

过计学技术方面的政策和规划进行干预｝从而改善妇女在社会的地位。报告先

作一E对生介绍，指出应在较广泛的范围彴审查妇女、科学和技术问题。接着审
茫妇女扫工农业技术改革的问题。报告的结束部分建议规划人员应在某些方面
进行干臣以矫正目前所存在的男女之间在使用技术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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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I. 技术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各种科学原理。自从开始出现现

代科学，也就是奻初发生工业苹命的时候，技术就以急剧变革的步伐向前发展。具

体地说，热力学法则的发现、电力的利用以及工业化学的发展都显示出人类越来越

姥够支配自然界．在掌握生产和环境的持久斗争中，过去十年来在电子学方面的突

吱通过供电子技术和做处理机的应用给技术进步带来了惊人的动力。科学和技术虽

然给人类带来了各种新机会，但同时也造成各种问题，在技术革新的发展、选择和

应用以及这些苹新对社会和某些人口某团的影响等问题上引起争论。

2. 奻近以来，技术方面的讨论和研究都栾中在使技术发挥作用，通过新的或

经过改进的物质投入提高生产的问题。 出现这种重点的前提是认为科学活动会自动

带来经济成长．尽特技术的概念现在巳扩大了，被视为包括了成功利用整套技术硬

件）所需要的各种制度上的支持因素（软件），某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仍然认为最

好把这个领圾视为技术性领域，而不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些科学家和技术

人员认为，这个领域在思想意识方面和男女性别方面都是不偏不倚的。从这一点来

春，谈论妇女、科学和技术的问题是不科学的。

3. 传统的春法强调技术的生产力方面，而忽视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方面。不

过，经验和当前的研究工作明确地显示出技术既是创造新财富的源泉也是社会改革

的工具．因此必须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加以考虑。

4. 技术总是为人们所拥有的。它使拥有者有权力通过文化和政治影响以及国

际和国内的经济优势支配社会＇在工业化市场经济中，私人所有的高度尖端技术以
专利权和专门知识的形式变成商品在市场上交易，但这种基础上，工业化市场经济
' 《农村发展：技术合作的问题与方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 2 号评价研究。

（一九七九年，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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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各种物质水平的发展。只有百分之二的新技术研究和发展工作在发展中国家进

往在这种情况下，就新的国际经济秩屑进行的各种讨论中的散复杂问题之一是技

术转让一即某一个国家的生产系统取得另一个国家所产生的技术，以纳入自己的系

统内的程序。作为这种讨论的一部分，人们日益把注意力集中在改造各种进口的技

术并发展较适合当地情况的新式技术，这通常称为＂适当技术”。

5. 在进行这场国际性辩论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技术改革在由谁拥有、

如何选择、怎样获得和产生何种影响等方面在国家一级上歧视妇女、因此联合国科

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确认：

”技术的发展对男子和妇女常有不同的影响。各种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对妇

女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削减了妇女的工资，减弱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今

后最值得社会特别注意的是，保证妇女能充分参与规划和制定研究和发展的各

重点项目的工作以及有关设计、选择和应用科技以促进发展的活动，还应为她

们提供同等的机会接受科学技术训练和从事专门职业。在发展中国家，应该拨

出足够数量的研究和培训资源，来提高历来由妇女担任工作的各种领域及新领

域的技能水平。2,,.

为此，会议通过了一项题对＂妇女、科学和技术”的决议。

2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维也

纳》。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9. I21 和 Cor r: I 和 2)' 附件四，

第 2 I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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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九七九年五月，巴格达举行了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关于妇女在

贤贤中所起作用的会议，会议最后报告认为妇女受到的压迫和不平等地位的根源在

于竹穷以及由于＇，资液和权力的运用和分配极不公平，而这正是当今世界秩序的特征”'·
同样，曰际上科技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和利用方面的不乎均，也对妇女在取得技术或

块乏取得技术的机会产生了影响． 虽然有少数个别发展中国家拥有了科技方面的

狂力，但由于有些工业化国家在技术发明和技术应用书铲节面已经取得了近乎垄断的

地位，发达田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巳越来越大． 这些中心极少向发展

中［寸京传插技术知识，因而限制了后者参与创造知识的能力．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和利用，一方而使得某些国家及其人民越来越处于不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这种发

展促使知识和技术梨中在儿个主要国家和阶层的手里． 4 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这种

怕形尸亚地影响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处境．

7. 在多数团家，技术的选择和它们的移植都使得男女之问在收入和社会政治实

实力上已有的显若差异变得更为尖锐． 技术变苹往往使妇女的工作更集中在家务

方面，扦如粮食生产、家务管理和照顾小孩、非市场性的农业和非农业生芞E作以及

一庄劳力密栠的舌动． ' 当维持生计的生产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生产时，这方面妇女

的工作似乎普遗改由男子担任． 而且一种工作的操作一旦机械化后，这项工作就

变成男子所专有，这似乎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对于妇女来说，她丧失了对生产

' A/34/321, 附件，英文本第 7 页．

` 帕楛拉·东诺弗里奥，《科技促进发展会议关于利用妇女和其他社会边缘集团

的“上升过程”的影响》，科学和技术第七号工作文件（训研所，纽约州，纽

约市，一九七九年）

' 齐内比沃克·塔德斯：《农业上的妇女和技术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的

一般观察》，科学和技术第九号工作文件， （一九七九年，纽约州，纽约市，

训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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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经济资源的控制，减少了她为家庭提供粮食和照顾的机会。 这通常意味着

她必须担任更辛苦，更冗长的工作。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选择和

引进技术改良的方法具有增加妇女工作负担，以及同时削弱妇女支配她们劳动成果

的权利的两重效果。

8. 肯尼亚的姆韦亚稻田灌溉系统是一个有记录资料的个案研究。 它说明了：

．引进商业作物以及主粮作物商业化如何会造成减低妇女公平分享家庭农产品和现金

收入的能力，同时增加她们每日的工作时间，使她们不得不继续担任劳力密集、

生产力低的工作和减少她们对家庭购买力的控制等等后果。

9. 姆韦亚稻田灌溉系统是希望将稻米作为经济粮食作物，靠精耕来提高家庭

的收入。 各农户被迁移到有灌溉系统的安量村内，然后向男性户长供应各种农业

投入。 结果，每户家用粮食的供应仍由妇女负责，但是由于她们的丈夫与安置当

局的特殊关系，每户的经济作物收成都由她们的丈夫控制。

1 o. 在这种新农村里，生产传统粮食作物的田地较小，产量不足以供应每家的

消秏。 此外，妇女发现，她们在耕种稻米方面花了更多时间。 妻子从丈夫那儿

得到一些稻米作为劳动报酬，但是因为她们的丈夫拒绝吃稻米，她们必须卖掉稻米

买进传统粮食。 妻子们不断需要现金来弥补传统粮地的不足和弥补用来耕种传统

粮食方面所减少的时间。 这种形式的农业现代化使妇女需要加长她们的工作时间，

同时减少了她们靠自己的力量来供应一家粮食的能力，因此对妇女产生了很不利的

影响。 6 

6 参看珍妮·汉高尔和乔恩·莫里斯；《家庭经济中的妇女》一文， 取样I ；罗

伯特·钱伯斯和乔思·莫里斯编：《姆韦亚：肯尼亚的一个稻田灌溉安暨系统

一九七三年》（莫尼黑，世界论坛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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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妇女和农业技术的改变

I 1. 象牙海岸布瓦凯区的情况更进一步证明，当前农业现代化方式的出现使妇女

无法控制她们家庭以及她们本人劳动所得的金钱或实物收益． 在布瓦凯区的现代化

村庄里，妇女只分得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五；在传统的农村里，妇女则
分得百分之五十． 7

I 2. 在印度，实行农业现代化的村庄，比迡沿用传统耕作技术的村庄，妇女的经

济活动已经降低． 8

1 3. 在农业方面尚未引进新技术的地方，妇女所占百分比很大。 在商业性农业

戾行的地区，如吻啡园，妇女很少有机会担任长期劳力工人，除了耕田勉强胡口之外，

就是季节性劳动力的主要来玩．

1 4. 引进商产品种时，由于增产和细排，在开始时，对劳工的需求，包括对妇女

的需求有短期的培加． 后来，因为引进节省劳力的新机械，大量妇女从劳动队伍中
袚排挤出来．＇

I 5. 印度旁遮普邦的小麦生产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随若品种的改变，很突然地出现了快速收割机的市场；有些机器巳经上市 ····D

据估计，到一九八三一一九八四年，这种机械将使四月份所需人力减少百分

之三十三，其中多数是你时工和女工． 使用收割机和脱粒机系统，可将所

7 德裁芳《妇女参与布瓦凯区农业发展的情况》（阿比让，计划部，一九六八年），

第 83 页．

8 布里塔·勃兰特策克著“妇女、粮食和技术：印度的实例”，栽于《经济和政治

周刊} J第十四卷，第 47 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 1921 页。

' 策内贝韦克。塔栽塞著，见前。



一 9-

需人力减至传统方法所需人力的五分之一。 联合收割机可将人力减至传

统水平的百分之三． 这些机器将对哈赖纳的女性劳工产生巨大影响．＂＇°

在巴西，“智利 '2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见到类似的排挤妇女的倾向．

16. 印度尼西亚引进了脱壳机，仅在爪哇一地，就使贫苦妇女丧失了经常收入

的主要来泥，使她们失去了一千二百万个工作日，相当于五千万美元的收入，其中

百分之十的收入是以食物支付的 r 这些食物足以维持一家四个月的食物消耗霾 对

大地主来说，脱壳机省钱，能更尸地保护谷物，并利便谷物出售；同时地主家庭的

妇女可以免除收获管理工作，可以把时间用来从事商业。”

17. 在印度，传统上说，过去担任乳钊品的生产和推销工作的人，主要是妇女，

特别是贫苦阶段的妇女． 目前，这项管理工作和报酬都没有妇女的份。 阿穆尔

综合企业是印度最大的乳制品综合企业之一． 它以新的技术代替历来由妇女担任

的制造牛油和奶酪的工作，却不让任何妇女有机会去学习这种新技术。 新种牛只

牧养工作训练班里，没有一个女性的牧人参加． 因此，乳制品工业变成赚大钱的

企业，妇女却被排挤而不能参加了．＂

“ 马丁·比林斯和阿尔根。辛格合著， “机械化与小麦革命：对旁遮普邦女性劳

工的影响＂，载于《经济和政治周刊》，农业调查，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第 A-169 至 A-173 页詹

“ 格劳拉·瓦斯克斯。德米兰达著“发展中社会里妇女参与劳动力的情况：巴西
的实例＂，载于《信号》，第 3 卷第 1 期（一九七七年），第 26颌。

12 洛尔德斯。贝内利亚著， “生产，生育和男女分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文件，

WEP 10 辑，（ WP. 2) (一九七八年七月）．

“ 安·斯托勒著“爪哇农村的阶级结构和妇女自主》，载于《信号》，第 3 卷，

第 1 期（一九七七年），第 77 页。

“ 布里塔。勃兰特策克，在上述引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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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妇女与工业技术的改苹
一，一

I& 对金屈业、成衣、皮鞋、食品和饮料、印刷和有关行业、黄庥和矿业等特

定工业领坡中妇女就业率降低的情况进行的研究认为，就业率降低主要是由于现代

化方法的性质和现代化的程度造成的。

“有些工业采用了较商度资本密集的技术，因而必须解雇部分劳工，这类工业

部门悖雇的多为妇女而不是男子。它们的理由是，妇女缺乏技术，多不识字，

而且不愿意学习新方法。一般来说，妇女很难获得在职训练的机会，但是事实

表明，妇女只要有机会接受这种训练，总是证明她们有能力学习新技术。在一

些新的工业领域，有些妇女甚至表现了比男子更高的才能”。 ” 

I 9. 国际劳工组织对于纺织工业进行的研究显示，总的来说，每当安装新机器

时，往往以男工取代女工，而由女工继续操作非自动化的旧机器。 “在邮政和电讯

服务方面，劳工组织发现，在采取合理化改苹措施引进新的技术设备时，往往要裁

戏一些临时雇员或半工人员。因此，电讯业的自动化设备取代了接线生的职务；计

耳机取代了办事员或溥记员的工作。劳工组织发现，这类工作通常由妇女担任，因

此在采用新技术时，妇女工作人员受的影响最大。 ” 

“格劳拉．巴斯克斯．德米兰达：《同上》。

“纺织工业适应职业结构变苹的训练需要问题小组委员会提交一九七八年四月日

内冗劳工组织纺织委员会笫十届会议的报告。转载于泽内贝沃克·塔代斯，《同

上》。

“国际劳工组织于一九七七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邮政和电讯服务业的工作和就

业情况的联席会议会议文件，《技术改苹对邮政和电讯服务业的工作和就业情

况的影响》转载于泽内贝沃克．塔代斯，《同上》，第 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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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据瑞典中央统计局估计，到一九七五年为止，有6万至 9万个职位由于

计算机技术而被裁减或因而不必设登，其中有 6万个职位属于商业、银行、保险和

公共行政等领域。 “工业部门裁减得最多的是办事员、书记员、打字员和采购人员

等职位，主要是女性工作人员。 “凡是商业、办公室工作和保健工作等雇用妇女特

别多的领域，采用计算机的速度也最快。妇女由于多从事非技术性、低薪低技术性喝

流水作业线工作，最旱受到节省劳力的技术之争

2 1. 计算机化也影响到劳工市场和工作环境方面促进男女平等的进展。 “在瑞

典， “自动化数据处理系统程序设计和应用程序设计等方面的行政工作百分之九十

以上由男子担任。此外，自动数据操作方面的工作，包括自动数据处理操作方面的

规划、管理和公共关系工作、数据处理的准备工作和计算机的操作等工作，也多数

（百分之八十）由男子担任。只有数据的输入工作多由妇女担任”。 “因此，妇女

在计算机专业方面的新等级制度中，仍旧担任最低层的职位。古尼拉．布拉德利，

一位研究计算机技术的社会影响的瑞典学者，对于特别关系到妇女的工作敃用计算

机处理的问题，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许多较简单的日常杂务工作可能会逐渐淘汰，从一些角度看来，这未始不是
一种好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合：化改革也可能会吵些为年长职员或工作
能力减弱的职员提供退休福利工作 作为年轻人｀培训职位＇的工作变成多余的工

,8 参看《经济体制中的计算机与劳工经验》（一九七八年， T CO; 斯德哥尔摩） ; 
参看玛丽亚．贝格姆．拉尔森，《工业化国家的妇女与技术》，科技工作文件
汇编第 8 号（一九七九年，纽约州，纽约市，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第2 6 页。

“古尼拉．布拉德利，《计算机技术、劳工节约和讯息》（一九七七年，斯德哥
尔摩），参看玛丽亚·贝格姆·拉尔松，《同上》，第 2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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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这意味若在改用计算机以后，就业体制中的裁员办法将会变得更为切实有

效，劳动力中甲、乙两等之间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明显。今天，妇女（由于生育

的责任）多半已经属于乙等一许多妇女，除了别的以外，做的是零工。但是

将来，姥们象其他弱者集团一样，将会在劳工市场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2 2. 珗科技的进展对妇女在重工业领域的作用产生的影响所作的一项研究指出，

妇女很少受雇于工业方面涉及科技改革的工作，因为主要由于科学训练和研究设备

的钝乏，使得妇女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还不能胜任这类工作。但是由于妇女

没有机会学习这种更为专精的技术知识，而使男女之间技术和工资的差距越来越大。”

23. 现有教行机构为性质再次使妇女无法平等地接触到新的技术和平等地加入

各种讥构乡

“以实际知识为主要根据的新技术，如肥抖或种子改良品种内使用，其使

用人选显然并无一套固有的性别哏到。 但在一定程度上，对改进的农业方法

呐接受与使用，要靠教育。 因而男女教育上的不平等一一主要是让男孩上学，

戎让男孩比女孩上学更久一－使两性之间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差距。 "21

24. 妇女无法获得生产性技能训练的情况，又因教育的重点是摆在家务方面，

而更形加别。 此外， “认为妇女不能管理技术彴戌见，也因一个事实而更牢不可

技，即妇女不识字的比男的更普遍，因此她们也就无法阅读各种说明书。 "22

20 《科学和技术进展对职业妇女地位的影响》 (E/CN • 6/500 ），转载于泽内贝沃

克·塔代斯， 《同上》。

“ 艾琳·廷克，“发展对妇女产生的不利影响”,《妇女与世界发展》，一九七

六年，英文本第27 页；重印于 Zenebeworke Tadesse ,《同前》，英文本第

I 0 页。

22 卡门．黛安娜·迪尔， “男女农业分工：神话、事实、矛盾：北秘鲁山脉”;

重印于 Zenebeworke Tadesse, 《同前》，英文本第 I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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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着手点

25. 为保证技术所带来的好处能为每一个男女所享有，能够适合他们每天的工

作，配合他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愿望，使用技术的人必须对技术的设计、选择和

管制有相当的参与。 在妇女构成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口的极大部分的这个世界上，

无视妇女的贡献和特殊斋要的科学和技术政策，必不能把现有抖学能力的全部发展

和增长潜能充分调动起来。

26. 在筹划具体的着手点以改正目前在控制、选择和使用技术方面的男女不平

等情况时，要紧的是规划者必须了解这个问题根本上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

社会一经济和政治问题。 最终使妇女在抖技方面受到差别待遇为还是大部分社会

的组织方式。 举例来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向出口的农业部门都鼓励逋过科学

研究和技术应用在经济作物的生产方面（传统上属于男人的农业领域）发展新的种

子品种，而忽略了口粮作物（传统上属于妇女的领域）。 如果不改变经济结构和

男女分工，而仅仅引进一批一批的知识和技术方法，是不可能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

的。 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说明这点。 虽然因为技术的革新使得家务工

作渐渐地不那么辛苦劳累，但妇女对发展能作出的贡献还是没有被充分利用。 技

术的引进没有改变传统的分工。 相反地，它反而在更高的水平上加强了这种分工，

使妇女成为家务技术的管理人员。 因此，结论应当是：发展合适的技术让妇女从

事工作虽然很重要，但是此事必须在社会一经济上和攻治上改变国家的经济结构和

改变国际经济结构那个广大的范围内去进行。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