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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大学传来消息，该校今年录取的3871名新生中，男生1847

名，占47.7%；女生2024名，占52.3%，这是该校历史上女生

比例首次超过男生。 与此同时，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中山大学

，该校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中女生比例逐年走高女生和男生的

比例从2004年、2005年的6∶1上升到2006年的近乎7∶1。 “一

进阶梯教室，一片‘姹紫嫣红’的女儿国，养眼是养眼，但

是也让人担忧啊！”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敏强教授跟记者说。 事实上，女多男少的现象正从外语专

业类院校、师范类院校逐渐向综合性大学蔓延；甚至在以理

工科专业为主的院校里，女生的比例也在逐年攀升。即使是

临床医学这种男生占优势的专业，女生也从“绝对劣势”过

渡到“微弱优势”。 专家认为，目前我国高校中男女比例还

不至于失调，但高校女生比例尤其是高学历层次女生比例上

升的“神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现状 “这是近几年

的事，突然发现女生怎么一下子多了起来每次上课的时候，

教室里面竟是一片‘姹紫嫣红’，半天才能找到几个男生。

”广东多所重点高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们都在向记者传达

同一个发现现在大学里的女生是越来越多了。 在日前参加的

一个生态旅游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上，高校界一共有三个博士

参加了会议的发言，巧的是，这个“博士团”居然也清一色

是娘子军，而且生态旅游属偏理科专业，这种巧合不免让人

有些诧异。 文科专业女生占绝对优势 统计显示，在1999年扩



招前，我国的大学生中女生比较少，只占20%左右，今年直

升至40%左右。 目前，在全国尤其是以城市考生为主的地区

，女生升学的比例递增速度非常快，去年，上海、北京、天

津、新疆等地，高考录取比例已经出现女生反超男生的现象

。 对此，广东统计部门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但是从

各个重点高校反映的情况看，广东高校中女性的力量同样强

大。 文科专业中，女生的优势地位由来已久，但目前这种状

况正被日趋进一步强化。在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担任辅导员的

王老师，一谈到这个事情，直呼大伤脑筋。她告诉记者，自

己在中文系做辅导员，简直像活在“女儿国”在她所带

的2006级本科生中，女生145人，男生仅21个，只占总人数

的12.6%。 外语类高校和专业就更明显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的招生办徐科长告诉记者，“广外女生一直以来就比较多。

近年来有些小语种的班级出现男生绝迹的现象是常有的情况

，不过学校一直在尽量保持性别的平衡。”在上海外国语大

学，女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68%左右；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这一数字更高达75%。 理工科女生也不示弱 如果说，在大多

数人眼里，文科类专业女生占多数见怪不怪；在综合性高校

的偏理科专业甚至理科院校里，女生人数的迅速上升就显得

典型了。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党志告诉记

者，该院研究生也出现了女生占多数的状况。就他目前所带

的环境科学专业，研究生一共有16个，其中就有9个是女生，

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 临床医学曾经被认为是男生占优势的

专业，但根据中山大学近几年的统计显示，医学部的本科生

中，女生在人数上也从“绝对劣势”开始过渡到占“微弱优

势”今年的临床医学八年制的100名大学生中，女生就占了53



个。在中山大学的统计中可以看到,一向被认为是男性学科的

生物学，在读硕士已经是男女“平分天下”。 学历越高女生

越多 从事20多年教学工作的张敏强教授对此感触颇深。他告

诉记者，这个问题已经让他困惑了很久，“记得在上个世

纪80年代中期，我还曾经带过两届学生，没有一个女孩子。

我最早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在中山大学任教，我感觉

应该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这个变化就慢慢产生了。

” “以前我在招生时一直有意控制着男女生的比例为一半对

一半，但这个防线已经被冲破了。我的上两届研究生还是三

女两男，这一届是四女一男，上一届最突出，是五女一男。

”很早就开始注意到该问题的张敏强，对此感到有点无奈。 

“不过，这种状况并不是发生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华师的心

理学系招考，女生上线人数居多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

。拿今年来说，总共招生一百来人，女生就有八十多个。”

他坦言在担忧的同时也只能接受女生越来越多的现实。 “大

专生是赵敏，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

绝师太，博士后更可怕，是东方不败！”这是早前广泛流传

的一句话，更有甚者强行将女博士从女性群体中“孤立”出

来成为“世界上第三类人”。然而现在，也许是该对女博士

正名的时候了随着高学历中女性人数的逐渐增加，这些“李

莫愁”、“灭绝师太”们正在摆脱“异类”的名号，回归平

常女儿家。国务院发表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

显示，截至2004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在校女生占在校生总

数的45.7%，女硕士、女博士的比例分别达到44.2%和31.4%。 

部分班级男生成“边缘人” 伴随着数量的增长，女生在高校

中当家作主的地位也进一步凸显出来，其中相当典型的是高



校不少班级上，男生正处于“边缘化”状态。中山大学金融

系某班的学生小冯告诉记者，在他们50多个人的班级里面，

女生更热衷于竞选班干部，除了一名男生当选外，其他职务

几乎都是女生。女生活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 谈起班上的学

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系辅导员吕老师一脸的骄傲。“

这些还要得益于班上众多的女生干部，她们是学生工作的重

要支撑。有言道，女生多的地方是非多，但是这些女生干部

，她们的组织策划能力非常强。” 而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

系的辅导员王老师则坦言：“很多事情交给女生做更放心，

因为她们普遍更细心，态度很积极，可以说在群体生活中更

加活跃。” 从另一个角度看，女生太多的环境也许使男生更

加怯于或不屑于表现自己，从而放任自己处于边缘化状态。

小许是新闻学院2003级新闻专业的一名男生，当过很长时间

院报的总编辑，社交活动能力很强，可是面对四分之三都是

女生的班级环境，始终觉得有些气短。“上课的时候女生都

欢叫着坐到前面，课堂上热烈讨论，积极发言提问，我们男

生却不敢凑过去，多数是躲在教室的后排，一声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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