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分析科学产出和绩效指标中的性别差距

研究与传播学领域相关的“马蒂尔达效应”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UC3M）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传播学科研领域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研究显示

了女性研究人员在当前形势下难以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和学术论文引用量。

文章《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马蒂尔达效应——性别和地理因素对11个国家的使用与引用影响》为传播

学相关领域中最高产研究人员性别比例的实证研究结果。此外，还分析了性别对科学论文的访问量

和引用量的影响。为此，研究使用了来自11个国家5,500名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数据。

UC3M传播学系教师、本文作者之一Manuel Goyanes指出： “做这项研究的动机是：因为过去很少有

研究关注性别对科学评估中两个最重要指标——知名度和引用量的比例和影响。尽管已经有观察显

示女性在科研职业生涯中面临结构性不平等，然而，该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实证证据，凸显了女性在

学术生涯中面临的困难。”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团队从 Scopus 和 Scival 数据库中收集了包含不同学科中最高产作者的信息。

研究对象限于欧洲和美国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分析时期为2010年至2019年。

结果显示，在5,500名最高产的学者中，3,954 名是男性，1,546 名是女性。在按国家筛选时，男性的

比例在每个国家中也明显更高，其中德国和乌克兰是性别比例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而西班牙和美国

是相对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尽管离绝对平等依然甚远。

“结果表明：男性的学术生产力仍然较高。这也就表示：女性的观点、项目和期望容易被忽视。此外，在

最学术能力最强的精英学者中，女性占比也较低。这与所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分布不符。因为该领域的

女性研究人员数量大于男性，并且在主要传播学期刊中也占据第一作者的多数。” Goyanes分析表

明。

另一方面，研究还显示，最具学术生产力的女性所著论文同比男性更具知名度。然而，她们的论文被

引用次数却较少。研究人员表示：“换句话说，在论文访问量相同的情况下，女性所著论文被引用的次

数却更少。如果引用一篇论文的第一步是阅读该论文，那么在传播学领域中，最具生产力的女性需要

更多的知名度才能达到与男性相似的引用水平。”

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继续分析科研领域中不平等对待女性的问题。“我们将着重研究不同层

面的性别失衡：如进入科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合著、科学奖项或学术声誉等。Manuel Goyanes总结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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