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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2年第 27 期（总 99期）（9月 12-18日）         2022年 9月 20日星期二 

 

 学院新人 

沈燕博士 

人类学民俗学所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原单位为复

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 

研究领域为民俗医疗、老龄化研究、医学人类学。（应

可为） 

 

9 月 14日（周三），受社会学系计迎春教授的邀请，上海纽约大学御风全

球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吴晓刚教

授在学院 308会议室进行了主题为“定量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的选题”的学术讲座。

吴教授在讲座中分享了关于写作的独家经验体会，阐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选题的

来源、选题的要素和选题的技巧。（莫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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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周五），我院陈伟、李松涛、汤泽群、项军、陈慧菁、张天明、

赵宇阳、Nayoung Heo、陈晨、吴金晶等 10位青年教师入选“上海大学青年英才

起航计划”。（应可为） 

9 月 16日（周五），根据《上海大学 2023 年推荐应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的精神，我院按照《社会学院 2023 年推荐

应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方案》的工作安排，经学生本

人申请，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认真遴选，结合学生学业综合成绩绩点及各项遴

选指标，社会学专业拟推荐 12名（含 2名候选）、社会工作专业拟推荐 4 名（含

1名候选）学生免试攻读研究生。（郑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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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锋 行 动 专 题（三） 

 

9 月 14 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上海广播

电视台、新华社上海分社、上海大学共同主办的“我的城 我的家——2022 上海

市‘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正式发布首批 16个社区行动项目。发布会上，中共

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建办主任、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孙甘霖发表致辞，

希望这次活动成为推动市委关于基层治理决策部署落地的一个有效行动，成为超

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创新实践的一种新方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市社会工作党委副书记徐树杰，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沈军，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党组书记姜微，上海大学党委

书记成旦红，分别通过“生生不息”“心心相印”“守望相助”“美美与共”四

个关键词，阐释了“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的核心要义。 

 

上海大学组建了由社会学院牵头，美术、法学、计算机等多学科紧密协同的

跨学科赋能专家团队，包括 12位资深教授、25 位青年教师以及 45位本科、硕

士学生。赋能过程中，我院教师积极参与，围绕当前上海城市治理难题紧密合作，

提出了多样化的问题解决方案，为基层政府和社区破解难题提供全方位支持。（采

编自学校及学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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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梅教授带队在社区一线开展调研 

 

 

赋能团队在崇明长兴家园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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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专家在武康路社区宣讲 

 

 

赋能团队参加三林苑社区议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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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晨和“市民与社会”栏目组讨论 



主编：张乃琴     责任编辑：樊杰  （本期编辑：闵悦 ） 

信息提供：莫晓燕、郑宏彩、应可为 

 

社会——CJS 学术论坛 | 第十一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专栏（二） 

 

专题十二：社区与国家（第三届）；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

召集人，徐选国、侯利文；时间，9月 18日 

学院盛智明副教授与会，并担任评议人。 

 

专题十一：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基础议题；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承办；召

集人，刘军、吴肃然；时间，9月 17日 

学院李荣山副教授与会，并担任评论人。 

（摘自社会 CJS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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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动态 

 

★ 人口学研究所Guillaume Marois副教授在SSCI期刊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发表最新文章“Labour Force Projections in India Until 2060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2060年印度劳动力预测及其对人口红

利的意义）”。文章认为在印度进入人口红利期的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仍然很

低。文章旨在为印度提供到2060年的劳动力预测，预测通过离散时间微观模拟模

型实现，其中人口规模和构成的变化来自人口特征、教育程度和世俗倾向的相互

作用。劳动力参与率是使用个人特征作为预测因子在个人层面上估算的。结果表

明，在劳动力参与率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抚养比（非工人/工人）不太可能达

到有利的水平，这影响了印度可以从有利的年龄结构中获得的潜在人口红利。在

地方层面，预测在2060年在低年龄抚养比和女性参与率较高的地区将会出现最有

利的抚养比。结果还表明，女性劳动力参与比年龄构成能够更好地改善劳动力抚

养比。（闵悦） 

★ 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邱婷在《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22年 4期发表研

究论文《从“城乡失衡”到“城乡均衡”：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就地

城镇化实践》。文章认为产业发展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支撑力量。以鲁西南

农村的农业产业振兴实践为例，探讨就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机制。

结果发现，鲁西南的农业产业振兴加速了乡村城镇化进程，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

基础的就地城镇化成为农民“迁移进城”的替代选择；经营产业与经营家庭过程

同构的家庭组织机制、产业配套与日常生活需求契合的政府服务机制以及农民转

型与村庄发展目标整合的职业化动力机制共同形塑了就地城镇化实践，并实现了

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均衡的城镇化发展可以依托于农业产业化路径来实现，关键

在于要实现以农民为实践主体和以村庄为建设载体的有机统合。 

★ 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陈美楠在《上海大学学报》2022年 3期发表研究

论文《角色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根源研究——以 L市 L小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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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文章认为当前，随着绿色化、智能化社区的建立，有效的社区治理仍然是

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内容。但因为地区经济、文化、资源等领域发展程度不同，业

委会、物业公司、居委会以及居民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在互动过程中仍会产生矛盾

和摩擦。从角色理论视角出发，以 L市 L小区为个案，发现存在原业委会不作为，

业委会重选困难重重；物业公司态度、服务跟不上；小区居民怨气与日俱增等困

境。其根源在于主体角色间各执己见、互不认同，难以达成共识；居委会角色被

边缘化，难以发挥角色作用；沟通机制原有功能退化，转而成为居民表达愤懑情

绪的平台。综上，由于 L小区各主体未能按照应有规则履行相应行为、承担相应

责任，在追求更高质量（温度与风度并存）的期望和实际情况之间产生冲突，这

对建设和谐小区氛围造成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小区治理必须加强各主体角色定

位与识别，严格按照角色规范实施行为，增强对彼此角色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