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界知名人物多为男性，比如比尔·盖茨、史蒂夫·乔
布斯、马克·朱克伯格。这个号称观念最前卫、最开放的行
业，仍然是个典型的“男权社会”。IT界虽然也有女强人，但
离撑起“半边天”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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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相关链接

!"界!女汉子"

说到 !"界女性的代表人物，不
能不提埃丝特·戴森。不少大名鼎鼎
的 !"企业成功案例背后有她的影
子，《纽约时报》将她誉为“计算机世
界最有影响力的女人”。
对这种赞誉，戴森却不以为然：

“其实这个行业女人多得是，只是我
们中间没一个是比尔·盖茨。”
虽然不是女盖茨，戴森在业内

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她 #$岁进
哈佛大学，她的朋友们记得她总爱
光着脚在哈佛学生报《哈佛深红报》
的编辑室和排版室里走来走去。戴
森回忆：“在很多年里我总是年纪最
小的一个，这种感觉有点像男人堆
里的女人一样，这种人为差异毫无
意义。”今年 $%岁的她仍旧喜欢在
办公室里脱掉鞋子工作，身穿朴素
"恤衫，典型“女汉子”形象。
戴森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

学校园长大，父亲弗里曼是物理学
家，就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
爱因斯坦的好友，母亲则是数学家。

哈佛毕业后，戴森在《福布斯》
杂志当记者，后来主编时事刊物
《!"#"$%" &'(》&'多年。她曾收购一
家名为“罗森调研”的公司，更名为
)*+",-./"控股公司，支持 !"新人
创业，投资谷歌“赚了很多钱”。
不过朋友们说，赚钱不是戴森

最关心的事情，吸引她的仍是那些
奇思妙想。她曾在俄罗斯接受宇航
员培训，体验失重飞行。
“她有那种‘爱谁谁’的调调，她

的作风是我行我素，但表现很温
和。”正在为 !"界女性著书立传的
斯坦福大学学者维韦克·瓦德瓦说，
“她可能看上去并不自大，但骨子里
很骄傲。”
现在戴森是互联网域名分配机

构 01$,,的创始人兼主席，同时致
力于 !"界创业投资。根据美国国家
风险投资协会和道琼斯联合发布的
&'##年调查，该领域的女性投资人
仅占 ##(。
戴森说，大部分的 !"创业融资

申请仍来自男性，不过整个大环境
正在改变。

她是技术网站 2""-.3'145 最
初的投资人之一，该公司 &''&年创
立时的 #) 名成员清一色是男性。
“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女人。”

戴森的兴趣已经超越 !"界，最
新的投资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健康
倡导协调理事会”。该机构帮助 *个
美国社区改善健康，她以身作则：每
天坚持游泳 *'分钟，手腕上戴着运
动追踪器，一旦发现运动目标定得
太低就着手调整。

这是戴森继承自父母的作风，
或许也是她成功的奥秘：永远对自
己和世界不满意，并身体力行去改
变现状。
“我的父母都是科学家，喜欢秩

序。看到混乱状况，他们会先问一句
‘为什么会这样？’如果现成答案无
法解释，就自己动手修正。”她说。

!其实我也行"

运营阿妮塔·博格女性与技术
研究院、致力于推进 !"业性别平等
的女性计算机专家特勒·惠特尼说：
“在所有男人统治的领域，总有那么
几个非常成功的女性。戴森就属于
那种榜样人物，让年轻人生出‘其实
我也行’的信念。”

戴森的哈佛小学妹埃莎·卡雷
就是一名 !"界新秀：芳龄 +,岁的
她去年利用纳米材料开发出一款超
大容量“充电宝”，为她赢得英特尔
年轻科学家奖项，因此上了美国访
谈节目《科南·奥布赖恩秀》。
卡雷希望她的发明能成为日常

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为清洁
能源推广作出贡献。在哈佛大学学
业之外，她还在波士顿一家中学当
志愿者教师，教孩子趣味科学。

不少 !"女性正在默默为 !"发
展作出贡献。
库琪·马伦科认为，音乐产业的

衰落和唱片音质水准过低有关。于
是她在旧金山家中开了一间录音
室，推出自己的品牌“蓝色港湾唱
片”，以高解析度的录音技术“直接
比特流数字编码”（-.-）为卖点。

一个 -.- 音频文件大小比普
通 /01大 1'倍，因此能够更大限
度捕捉音乐细节，使音质呈现更饱

满。%'+'年，马伦科成为最早一批
将 -.-格式音乐向公众开放下载
的人之一，下载每首歌收费 *美元。
莱拉·焦纳赫则相信，科技应该

有助于弥合地理上和文化上的鸿
沟。她 %'')年创立 6$5$%4./1"，帮
助东非、印度和海地的穷人学会利
用网络工作。焦纳赫称之为“微型工
作”，例如为照片加标签之类使用简
单电脑技巧、易于掌握的工作。焦纳
赫设法从盖蒂图片社、谷歌和沃尔
玛等大公司获得服务外包合同，穷
乡僻壤的女性成为她的重点培训对
象，6$5$%4./1" 全球项目的员工超
过一半为女性。
去年，焦纳赫把关注点扩展到

美国，推出实验性项目 6$5$7689为
美国社区学院学生提供电脑技术培
训，帮他们找工作。
极客（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有

狂热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钻研者）
多为男性，不过也有少数玩转极客
圈的女性，比如费利西娅·戴。
她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好莱坞

女演员，最知名的角色是电视系列
剧《吸血鬼猎人巴菲》里的“维”。她
的另一重身份则是知名网络游戏玩
家、网络电视剧制作者与编剧。她曾
以自己玩网络游戏的经历为蓝本，
自编、自制、自演网络情景剧《玩家
协会》，%''2 年 2 月在 :4.;.<" 上
首播，到 %'+3年结束时一共播了 4

季。她曾担任国际网络电视协会理
事，主办的网络活动吸引了来自谷
歌、微软等大企业的赞助。

如果说戴是娱乐圈的极客代
表，克丽丝廷·多尔盖洛的身份则具
有官方色彩。她是白宫科技政策办
公室负责“重大挑战事务”的副主
任，她的工作室帮助政府机构与民
间科研机构或个人合作，运用最新
!"技术治理国家，包括监督国家创
新技术奖项的评选。

所谓“重大挑战”，她解释说是
一些“大胆但可达到的目标，让我们
能够运用公众的想象力解决重大问
题”。在她任期内，美国联邦政府举
办了 3'' 多项奖励技术创新的赛
事，比如能源部为寻找降低太阳能
生产成本办法的竞赛，航天局征集

小行星对地球危害的预防措施等。

难撑!半边天"

尽管 !"界女性在增多，但离撑
起“半边天”还很远。

在美国计算机系毕业生中，只
有大约五分之一为女性。%'+%年一
份政府报告指出，在科技行业只有
不到 %*(工作岗位由女性占据，在
英国这个比例只有 +2(，而且这两
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减。
惠特尼说，离开 !"界的女性比

男人多一倍，“她们就是觉得不适
应”。她解释说，!"界有不少隐藏的
性别歧视现象，长时间工作的特性
也不适合有家庭的女性。

谷歌广告部总裁苏珊·武伊齐
茨基是硅谷曝光率最高的女人之
一。在她看来，!"行业对女性的歧
视根深蒂固，甚至不必到职场就能
够体验。
武伊齐茨基发现，在她家里儿

子几乎垄断了电脑的使用，女儿抢
不过他，最终默默认输，久而久之就
觉得电脑没那么好玩。为了补偿女
儿，武伊齐茨基特意为她报名参加
一个科技主题夏令营，女儿回家后
却抱怨夏令营里男孩子太多。“我意
识到，我们总是如此轻易地就让女
孩们脱离技术世界。”

武伊齐茨基说，女性首先是 !"

产品的消费者，所以即使只是为了
生产出更好的 !"产品，也应该引入
更多女性。同时有不少研究证明，男
女比例得当的研发团队能开发出更
好的产品。何况，信息技术产品将占
领未来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女性应
该融合进这种时代潮流。
然而，如今 !"产品开发却存在

一种误区，以为针对女性开发产品
的诀窍就是小巧一点、便宜一点，再
加上粉红色外壳。
在硅谷流传一种信仰：只要足

够聪明勤奋，任何人都可能成功。这
种信仰反而让人难以真正去批判地
审视整个行业文化。
武伊齐茨基说，要改变 !"界男

性当道的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让
更多女性进入这个行业，“把它改造
成她们期望的样子”。 沈敏

!"界“男权社会”的女性精英们
男性当道文化仍未改变 行业内应引入更多女性

! 负责欧洲数字化议程的欧

盟委员会副主席内莉!克勒斯

在联合国宽带数字发展委员会

会议上说" 欧盟企业主中女性

占一半" 但在信息技术企业中

女性掌舵者只占五分之一# 欧

盟拥有学位的男性中" 有 !"#

所获首个学位与信息技术相

关" 而在女性中这个比例仅为

$## 女性在信息技术及产业领

域就业比例过低"与传统观念$

社会偏见以及女性缺乏在该领

域的自信等因素有关#

与上述情况形成对比的

是" 在欧盟信息技术领域就业

的女性收入比其他领域的女性

收入平均高 %#"并且该领域男

女平均收入几乎没有差距#

克勒斯强调" 信息技术正

在改变世界" 改变着几乎每一

个人的生活" 信息技术对推动

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至关重

要" 信息技术及产业的发展离

不开女性参与#

欧盟IT界
女性比例低

美国第一位
计算机女博士
芭芭拉!利斯科夫是 !""#

年美国计算机学会图灵奖的获

得者"图灵奖被认为是 $%界的

诺贝尔奖#同时"她还是美国国

家工程院院士$ 美国电脑学会

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年"利斯科夫在斯坦

福大学成为美国第一个获得

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女性#

&')!年"她成为麻省理工学院

教授" 并一直主管研究工作"

是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

验室编程方法论小组负责人#

她曾发表许多论著"其中%编

程发展的抽象与规格&一书教

育了几代学生怎样编写软件

程序#

利斯科夫对 $% 领域的性

别歧视有着深刻认识'(在开始

教书的时候" 我就没有停止过

思考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事

实# 我在斯坦福大学上学的时

候是班上唯一的女生" 但是我

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属于弱势群

体# 在斯坦福的日子我没有面

临过多大挑战" 大家都是一起

学习互相帮助# 我真正意识到

性别歧视问题是在找工作的时

候" 那时我想从事数学研究工

作" 但是只有很少的学术职务

为女性开放# 我战胜这个挑战

的方法就是回到企业工作"现

在看来这可能是一个好方法"

因为我从此改变了研究领域"

进入了计算机行业#最终"我在

计算机领域获得了几项成绩"

并且得以重回学术界# 应该说

现在的形势已经比以前好多

了" 当时我所面临的特别公开

的性别歧视可能已经不再发

生# 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些歧视

已经不存在" 事实上还是有许

多潜意识的歧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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