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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與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
「物理與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自2002年舉辦第1屆以來已經辦了9屆。從第1屆到第4屆（2005年）都是每年舉辦一次；第5屆（2007年）起改成
隔年舉辦。中間不辦聯合會的一年分別由物理與化學界個別舉辦。歷屆的「物理與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舉辦的時間、地點以及主辦人請參見表一。

表一：歷屆物理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

日期 地點 主辦人
第屆 2002/5/25-26 臺灣大學凝態中心╱烏來春天酒店 物理林麗瓊
第屆 2003/10/4-5 苗栗南庄蓉櫻農場 化學高惠春
第屆 2004/10/2-3 臺北北投春天酒店 化學李紫原
第屆 2005/4/30-5/1 臺南尖山埤江南村 物理鄭靜
第屆 2007/11/10-11 清華大學物理館╱新竹煙波飯店 物理郭瑞年╱戴明鳳

第屆
2009/10/31-11/1

南投惠蓀林場 化學吳嘉麗

第屆 2011/10/29-30 新北市三峽大板根會議中心 物理胡淑芬
第屆 2013/3/30-31 臺南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化學吳秀梅
第屆 2015/11/21-22 桃園市中壢區南方莊園渡假飯店 物理薛雅薇

  緣起

物理界女性學者相當少，此現象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因此，國際純粹物理與應用物理聯盟（）於年成立女性物理工作小組（）。此工作小組發起的原因主要是有鑑
於世界各地不論是就讀物理系所各種不同階段學位的女同學，甚或學成畢業離開校園走入與物理領域相關之職場的女性工作者均極為有限，且隨著學位愈高或工作職位的攀升，女性與男
性物理工作人員的比率明顯地快速下降。此種現象相對於其他如數學、化學、生命科學等類似的學術領域而言更加明顯。因此，女性物理工作小組希望藉此瞭解並探討這些現象產生的主
要原因，進而經由群體的討論和努力吸引更多年輕一代的女同學和女性進入物理專業領域，並提升女性工作人員在物理界的地位。要求各國要在年組團參與年會並做報告，而且團員中必
須有男有女。年，戴明鳳教授開始推動國內物理女性工作小組的成立。年成立了「物理女性委員會」，附屬在物理學會的會務發展處之下，主要功能在於輔導和經驗的交流，並給予女性
研究人員專業的團體力量支持，希望能促進女性積極投入相關科學與工程的研究。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2017/01/17/%e8%87%ba%e7%81%a3%e5%a5%b3%e7%a7%91%e6%8a%80%e4%ba%ba%e7%9a%84%e6%80%a7%e5%88%a5%e9%9d%a2%e5%90%91%e5%8f%83%e8%88%87%ef%bc%9a%e4%bb%8b%e7%b4%b9%e7%89%a9%e7%90%86%e8%88%87%e5%8c%96%e5%ad%b8%e5%a5%b3/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2017/01/17/%e8%87%ba%e7%81%a3%e5%a5%b3%e7%a7%91%e6%8a%80%e4%ba%ba%e7%9a%84%e6%80%a7%e5%88%a5%e9%9d%a2%e5%90%91%e5%8f%83%e8%88%87%ef%bc%9a%e4%bb%8b%e7%b4%b9%e7%89%a9%e7%90%86%e8%88%87%e5%8c%96%e5%ad%b8%e5%a5%b3/


相對於物理學會，女性化學專業人士與男士相比，女性的百分比沒有物理界那麼懸殊，國際純粹化學與應用化學聯盟（）並未有類似的做法。不過，聽聞了女性物
理工作小組的成立，臺灣在年底的化學年會中，淡江大學化學系的吳嘉麗教授特別商請主辦單位安排女化學家午餐時段，當時正式通過成立「女化學家聯誼會」，並由吳教授自願擔任年
的召集人，嗣後每年由北中南各校熱心的女教師輪流擔任。「女化學家聯誼會」除了利用每年的年會辦理「女化學家午餐分享時間」，安排位女性分享生涯或專業，一年中也會不定期的
舉辦一些地區性的小聚會或出遊。年吳教授蒙會員票選進入化學會的理事會，當即提案通過成立「女性工作小組」，年提升位階至「女性工作委員會」，並建立組織簡則，請見網
頁：http://chemistry.org.tw/about_com1.php?alink=a9。

雖然國際純粹化學與應用化學聯盟（）沒有提出要求各國努力提升女性參與的辦法，但是為要了解並促進全世界婦女的化學家╱化學工程師的工作，於年也開始頒發傑出化
學或化學工程女性獎，以表揚在純粹或應用化學研究、化學教育、化學領導或管理各方面的優秀女性人才（請參見網站：）。、及年，各有、及名國際傑出婦女獲此殊榮，獲獎女性遍佈
歐美亞非各國，包含義大利、波蘭、瑞典、瑞士、英國、法國、荷蘭、德國、西班牙、匈牙利、蘇俄、美國、加拿大、巴西、澳洲、紐西蘭、以色列、科威特、土耳其、中國、日本、韓
國、埃及和南非，詳情請參見網站：），可惜未見臺灣女化學家獲獎，不知是否臺灣化學會未提名之故？此外，年恰是居禮夫人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週年，因此被訂為「國際化學年」，並
有許多國內外的慶祝活動。

第1屆的「物理與化學女性學者聯合研討會」於2002年5月首次舉辦。物理與化學兩邊的學者一起合作，是因為筆者同時是兩個學會的永久會員且與雙邊學者熟稔之故。大
約在30年前，亦即1987年初，吳茂昆與朱經武兩位學者發現了90 K的Y-Ba-Cu-O超導體之後，全球掀起了一片研究高溫超導熱潮。當時，筆者正在芝加哥附近的國立
阿岡研究所進修，我們的研究群也立刻參與了這方面的研究。同年8月，我回國後也繼續在高溫超導領域努力。每次在國內或國外開會時遇到的學者多半是物理人，也漸漸地與她╱他們
相熟，就加入物理學會成為會員，並促成了物理與化學女性學者合辦研討會之事。十幾年來，每次辦研討會時，物理研究推動中心總是很大方地贊助經費；相對地，化學推動中心的補助
款總是差了一大截。化學人總覺得佔了物理人太多便宜，每年舉辦，人力上也十分吃緊，所以大家都贊成改成每2年合辦一次，自第5屆開始隔年舉辦一次聯合研討會。原則上由物理與
化學兩邊輪流接棒主辦。

  研討會活動方式與內容

每一次的研討會都是2天1夜，地點多選在休閒場所，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讓大家放輕鬆地切磋交流。參與的人數大約是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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