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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每年致欧洲上千未成年人过早死亡

人物榜榜··科技女性篇科技女性篇

她关注关注

韩
国
老
年
女
性
贫
困
问
题
的
现
状
、原
因
与
未
来
展
望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教授阿纳玛丽亚·冯特：

让理论粒子物理学在拉美绽放

据瑞士资讯网近日报道，瑞士儿童医院的数据显
示，该国遭受身体或心理虐待的儿童人数已连续五年
上升。

报道称，参与年度调查的20家医院在2022年共
报告虐待儿童案例1889起，比前一年增加14%。在
各种形式的虐待中，女孩比男孩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约44.8%的案件涉及六岁以下儿童，18%的受害者未
满一岁。

自2018年记录1502起虐待儿童案件以来，瑞士年
度调查中的虐待儿童案件数量每年都在攀升。

苏黎世大学儿童医院的儿童保护部门负责人乔
治·史陶比尔称，很难确定此类案件上升的原因，父母
压力的增加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

（来源：中新网）

■ 王晓玲

在韩国，饭店的厨房里、写字楼的扶梯上、医院的病
床前、走街串巷的送奶工中……老年女性的身影越来越
多。她们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中。她
们见证了韩国从战后的废墟走向汉江奇迹、加入全球化
浪潮、跻身发达国家。她们勤劳坚韧、无私奉献的品质是
推动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她们是韩国最勤劳
的人，但在今天，也成为最弱势的贫困群体。

70岁以上女性户主家庭贫困率高达74.9%

韩国目前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2021年65岁以
上人口数量约828万，占总人口的16%。韩国男性的预
计寿命是85.3岁，女性的预计寿命是88.3岁。在65岁以
上的老人中，女性人口占了56%。韩国老人是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勤劳
的老人。2020年的统计结果显示，65至79岁老人中仍在
工作的占40.4%，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实际平均退休年
龄都超过73岁，女性比男性约晚半年。

然而，勤劳的老年女性却是韩国最贫困的人群。韩
国的相对贫困率为15.9%，老人的相对贫困率为46.5%，
已经大大高于经合组织国家12.5%的平均水平。而其中
70岁以上女性户主家庭的贫困率竟高达74.9%。也就是
说，丧偶或者离婚的韩国女性在人生最后的18年中都在
贫困中度过。

老年女性面临多重困扰

韩国老年女性所面临的贫困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
她们中很多人还饱受求职困难、病痛、居无定所、信息闭
塞以及自我价值感缺失的困扰。

韩国学者从收入、雇佣、健康、住宅四个层面对老年
女性的贫困状态展开调查，发现同时面临其中3种困境
的老年女性占50%以上。无论在物理空间、消费市场、劳
动力市场还是文化身份认知层面，老年女性都处于社会
边缘。

首先，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排斥一直延续至老年
人。2020 年的统计显示，在 55~79 岁的被雇用人口中，
男性占66.1%，女性占45.4%。而在这一年龄层中，男性
领取的养老金平均数额约为女性的2倍，希望就业的女
性与男性的数量比为6：4。有访谈研究发现，成功就业
的老年女性大多从事卫生清洁、老人看护、病人看护等
服务行业。她们为能够就业经常低报年龄，但依然随
时面临失业风险；常常隐瞒病痛不及时就医，甚至经常
遭受性骚扰。

一些老人因为拥有住宅而难以领取基本养老保险，
而由于信息闭塞或者出于情感慰藉的需求又难以出售住
宅。不仅如此，近年来老人“孤独死”现象激增，也使得老
人房产在住房租赁市场上被排斥。

导致老年女性贫困的因素是长期性和结构性的

首先，目前的老年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职场经
验少、从年轻时就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

韩国的“婴儿潮”一代幼年时大多是多子女家庭。受男
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孩往往过早辍学。20世纪六七
十年代，韩国的轻工业飞速发展，年轻女性甚至女童涌入纺
织工厂，帮助家庭供养兄弟读书，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中产阶层规模迅
速扩大，这些女性的兄弟，很多人通过读书实现了阶层跃
升，而她们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却被边缘化。

韩国学者在2019年针对1000多名60岁以上仍在工
作的老年女性进行的调查显示，她们之中文盲占36%，拥
有小学学历的占44.5%，拥有初中学历的占12%，拥有高
中学历的占5.8%，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1.7%。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企业雇佣稳定、收入增
长较快，很多女性成为家庭妇女，全身心投入子女的养
育和教育中。目睹了通过学历实现阶层跃升的现象
后，“婴儿潮”一代在子女教育上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
力。但是当 1997 年金融危机席卷韩国，韩国经济高速
发展戛然而止，一方面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丈夫退休
年龄提前，另一方面学历快速贬值，年轻人跌入“就业
冰河”。教育投资没有换来安逸的老年生活，反而导致
养老储备的枯竭。

其次，即便接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韩国女性在职场
竞争中仍然处于不利位置。2021年的一项统计结果显
示，拥有大学学历的老年女性的贫困率是同等条件男性
的4倍。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男性在职场上

更容易得到升迁，而女性却在职场工作的同时还需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庭
劳动以及子女教育工作。生育以及家庭劳动由于难以被货币量化而被忽
视，同时也把女性拉出了高质量就业的队伍，成为雇佣不稳定、同工却少
薪的临时工。经济危机来临时，女性更容易被解雇，而经济恢复时首先得
到就业岗位的是男性。因此，随着一次次经济危机的冲击，男女之间的收
入差距不断增大。韩国的贫困率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陡然上升，后来回
落至此前水平。研究同时发现，经济状况缓和的家庭大多是男性家长家
庭，女性家长家庭的贫困率是男性家长家庭的3倍。

再次，社会福利政策的设计忽略女性，女性个人的社会联结网过于狭
窄，这使得女性难以得到帮助。养老保险等福利制度的设计都以在职场
中工作的男性为中心，女性因为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也就处于社会保
障网的边缘。而再就业帮扶项目的设计更适合男性。因为经济活动经验
较少，女性在失业后能够成功获得救济金、债务减免等政府帮扶的比例明
显低于男性。由于私人社会联结网狭窄单一，女性也难以从熟人中获得
有效的信息和就业支持。女性由于缴纳养老保险数额低、时长短，老年后
难以领取或者只能领取少量养老金。2020年55至79岁男性老人平均每
月领取养老金为8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00元），而老年女性平均每月只
能领取42万韩元（约合2500元）。

最后，“婴儿潮”一代受男尊女卑的家长制文化影响更深，无论在家
庭还是职场中，女性都受到这种文化的规训，因此处于一种自我贬低的
心理贫困状态。她们习惯于为兄弟、为丈夫、为子女牺牲，对于自身所
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视而不见，这种心理贫困使女性更倾向于忍耐贫困、
病痛和歧视。

老年女性受益于基础养老金制度

目前，韩国社会中的性别平等意识不断增强，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
韩国政府声称到2030年要把老人贫困率降低至31%。要实现这一目标，降
低老年女性贫困率是重中之重，针对老年女性贫困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

韩国自2014年开始实施基础养老金制度。基础养老金与工作期间
缴纳的养老保险无关，按照年龄和收入水平进行发放，来源是中央以
及地方政府税收。目前基础养老金面向 65 岁以上、收入水平处于下
游水平的韩国人发放，月发放额上限为 30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1800
元）。老年女性是基础养老金制度最重要的受益群体。但是，解决老
年女性贫困不仅仅要改善收入，还有住宅、健康、社会歧视、自我歧视等
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韩国社会还需要付出长久
不懈的努力。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特约撰稿 庞若洋

阿纳玛丽亚·冯特是委内瑞拉中
央大学物理学教授，在理论粒子物理
学，尤其是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重
要贡献。冯特的研究推进了弦理论在
物质结构和量子引力中的应用，获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3 年度世界杰
出女科学家奖。

解构世界，自幼对物理化学
展现浓厚兴趣

阿纳玛丽亚·冯特出生在委内瑞拉
东北部的安索阿特吉州。孩提时期，冯
特便热衷于解构周遭的一切事物，并将
不同物体混合在一起观察反应。进入中
学后，冯特开始对物理和化学展现出浓
厚的兴趣，并醉心于用逻辑公式和普遍
规律来解释自然界中的种种现象。在周
围老师的鼓励下，她学习和探索的欲望
日益增长，并在进入大学后选择物理作
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读博士期间，冯特修读了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的课程
并备受触动，这一经历对其之后的科
研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7年，
冯特获得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博
士学位，一步步将兴趣变成自己为之
奋斗一生的事业。

投身科研，为人类理论粒子
物理学做出贡献

冯特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理论粒
子物理学，尤其是超弦理论。弦理论的
根本假设在于粒子并非宇宙的基本单

元，而是振动的弦产生的“音符”，不同粒
子是弦不同振动模式的结果。超弦理论
认为，弦作为物质的基石存在于十维时
空中，但一般而言我们只能捕捉到其在
时间、长度、宽度和高度四个维度中的传
播。冯特在实验中构建出相关模型，将
其他六个维度浓缩于极小的空间之中，
推进了弦理论在物质结构和量子引力中
的应用，使人们得以更为深入地理解该
理论对物质结构和量子引力的影响。此
外，冯特提出“强弱对偶”的关键概念，对
于第二次超弦革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冯特曾在多家国际权威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 50 余篇，文章引用量超过
4000 次，并受邀与阿尔伯特·爱因斯
坦研究所、马德里自治大学、欧洲核
子研究中心、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等多
家科研机构进行合作。1991年，冯特

被授予委内瑞拉国内最为重要的科
学奖项——洛伦佐·门多萨·弗莱里科
学奖。2013年，冯特成为世界科学院
成员。2023 年，冯特被评选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得主。

回归故土，为推动祖国物理
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后，冯特曾
在法国阿讷西粒子物理实验室担任博
士后研究员工作。在多年海外求学的
经历后，冯特并没有选择留在工作条
件和待遇都十分优渥的欧美国家，而
是选择回归故土，成为委内瑞拉中央
大学的教师，为推动祖国物理事业发
展做出贡献。

冯特在委内瑞拉的科研生活并非

一帆风顺。由于国家经济波动性较大，
其所任职的大学时常面临资金短缺和
基础设施匮乏的问题，当地计算设备和
通信设施也相对落后。在这一背景下，
包括冯特在内的科研人员不仅需要克
服实验开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还
要忍受并不体面的工资和一路上升的
通货膨胀压力。尽管困难重重，冯特依
旧选择留在自己的祖国，并在当地开展
科研活动，让理论粒子物理学绽放在拉
美的土地上。对此，她乐观地表示，虽
然需要不断地耗费时间和精力申请用
于购买、更新或修理设备的资金，但幸
运的是，她总是能够得到周围优秀同事
的帮助。

以自己为旗帜，为女性科学
家的地位与处境发声

凭借自身过硬的实力和良好的抗压
能力，冯特在科学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的教职晋升
中也一路顺利，似乎并未受到性别因素
的影响。尽管如此，她依旧认为科学界
存在针对女性的无形壁垒，而这一不公
现象恰恰是由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偏见、
带有歧视性的做法和缺乏对妇女的尊重
与支持所导致的。

以自己为旗帜，冯特为女性科学家
的地位与处境发声，并希望通过自己的
经历，为女性提供启发和力量。为此，
冯特呼吁当局出台更为强有力的政策
来促进性别平等，包括推动教育平权，
让更多的女孩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等。
此外，冯特充分肯定女性的能力与价
值，要求提高妇女在科学贡献中的可见
度和认可度。

图片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

新看点看点

■ 卢央央/编译

据法新社近日报道，根据欧洲环境署最近公布
的一份报告，空气污染仍导致欧洲每年至少有1200
名儿童和青少年过早死亡，尽管这一趋势正在改善。

据这项针对包括27个欧盟成员国在内的30多
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和成年人一样，这一污染是未成
年人健康的主要环境风险，并缩短了他们的预期寿
命。

欧洲环境署在其报告中写道，“空气污染每年导
致欧洲1200多名18岁以下的人过早死亡，并显著
增加了青少年日后患病的风险”。

根据欧洲环境署去年11月发布的另一份报告，
2020年，欧洲所有年龄段至少有23.8万人因该机构
成员国（欧盟国家、土耳其、挪威、瑞士、冰岛和列支
敦士登）的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

欧洲环境署建议重点关注学校和托儿所以及公
共交通和体育设施周围的空气质量。空气污染的影
响甚至在婴儿出生前就开始了，因为母亲暴露在空
气污染中“与出生体重低和早产有关”。

该机构还强调指出，在出生后，环境污染增加了
许多健康问题的风险，包括哮喘（影响欧洲9%的儿
童和青少年）或呼吸功能不全和感染。

由于儿童比成年人更好动，而且他们个头矮小，
这使他们更接近污染，尤其是汽车尾气。

据世界卫生组织，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全球700
万人过早死亡，这一数字接近吸烟或不良饮食造成
的死亡人数，其中有几十万人不满15岁。

最严重的空气污染首先来自可深入肺部的细
微颗粒物，各卫生机构表示，接下来的是二氧化氮
和臭氧。

（来源：参考消息网）

瑞士遭虐待儿童数量
已 连 续 五 年 上 升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报道 据联合国
官网，在7月11日世界人口日到来之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呼吁与
所有为自身权利而奋斗的妇女和女童团
结一致。

妇女和女童的需求应得到重视

2023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释放
性别平等的力量：提高妇女和女孩的声
音，释放我们世界的无限可能性”。

妇女和女童占全球人口的49.7%。
但是，在关于人口趋势的讨论中，她们常
常被忽视，她们的权利也在人口政策中
受到侵犯。

普遍存在的不公正现象造成妇女和
女童失学、失业、无法担任领导职位，限
制她们在健康、性和生育问题上做出自
主决定的权利和能力，也使她们更容易
受到暴力、有害习俗、可预防孕产妇死亡
的伤害——每两分钟就有一名妇女因怀
孕或分娩而死亡。

我们必须促进性别平等，创造一个
更加公正、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世界。
妇女和女童的创造力、智慧、资源和力
量，对于解决人口问题以及其他威胁着
我们未来的挑战至关重要，例如气候变
化和冲突。

《2023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指出，
如果社会赋予妇女和女童自主支配各自
生活和身体的权利，她们和她们的家庭
都会蓬勃发展。

古特雷斯表示，促进性别平等、改善
孕产妇健康并增强妇女在生育问题上做
出自主选择的权能，这些事项本身就非
常重要，也是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关键因素。

古特雷斯说：“让我们与那些为自身
权利而奋斗的妇女和女童团结一致。让
我们加紧努力，为全体80亿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性别平等的关键

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娜塔莉
亚·加奈姆说：“当我们释放妇女和女童
的全部潜能，鼓励和培养她们对生活、家
庭和事业的渴望，我们就能激发一半的
领导力、想法、创新和创造力，从而改善
社会。”

加奈姆表示，实现人人享有的性健
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是性别平等、尊严
和机会的基础。然而，世界上仍有40%
以上的妇女无法行使她们的权利，做出
是否生育等基本决定。增强妇女和女童
的权能，包括通过教育和获得现代避孕
药具，有助于支持她们实现自己的愿望，
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

她指出，促进性别平等是解决许多人
口问题的横向办法。在担心劳动生产率
的老龄化社会，实现劳动力性别平等是提
高产出和收入增长的最有效途径。同时，
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通过教育和计划
生育赋予妇女权利，可以为人力资本和包

容性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利益。
加奈姆说：“人口基金与所有80亿

人站在一起，让他们能够主张自己的权
利，做出自己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未
来才能为我们所有人带来平等和繁荣。”

世界人口趋势

人类经过数十万年，世界人口数量才
达到10亿，之后仅用了约200年的时间
就增长了七倍。全球人口在2011年达到
70亿，并在2022年达到80亿。预计到
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约85亿，到2050
年达到97亿，到2100年达到109亿。

全球人口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存
活到生育年龄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与
此同时，生育率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化不
断发展，移徙不断加速。这些趋势将对
子孙后代产生深远影响。

近年来，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发生了
巨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初，每名妇女
平均生育4.5个孩子；到2015年，世界总
和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妇女生育不到2.5个
孩子。同时，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已从20
世纪90年代初的64.6岁增长至2019年
的72.6岁。

此外，全球城市化不断发展，移徙也
在加速。2007年，城市地区人口首次超
过农村地区。到2050年，全球约66%
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中。

这些大趋势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
影响经济发展、就业、收入分配、贫困和
社会保障等，还影响为确保人人获得医
疗、教育、住房、卫生、水、粮食和能源所
做的努力。为了更可持续地满足人们的
需求，决策者必须了解地球总人口、他们
生活在哪里、他们的年龄以及后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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