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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2年第 33 期（总第 105期）（10月 24-30日）      2022年 11月 2日星期三 

 

10 月 25 日(周二），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社会学院张海

东教授带领中心研究团队学院庞保庆副教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姚烨琳副教授、

学院任威达老师赴长宁区统战部进行课题洽谈，长宁区委统战部部长王罗清，市

委统战部吕垚、区委统战部罗悾参与了会议。（任威达） 

10月 28 日（周五）上午，校党委书记成旦红一行赴社会学院调研指导工作，

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大伟，校党政办主任秦凯丰，校党委巡察办常务副主

任崔海霞，校党政办副主任凌长臣，校组织人事部组织处副处长张云中等同志陪

同调研。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各自分管工作进行了汇报，与会领导对学院

接下来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张羽） 

 

 

10月 28 日（周五）下午，中共市委党校马西恒教授受邀为学院教师作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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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辅导报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动力——党的二

十大精神学习体会”。马西恒教授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展开，重点对历史谋划、战略谋划、

模式分析三个方面做了深入解读。（张羽） 

10 月 28 日（周五）下午，学院召开“社会学院 2022 全院科研工作会”，

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及 30余位教师参加线下会议，其他老师同步参加了线上会议，

会议由杨锃书记主持。黄晓春院长对 2022 年学院整体科研形势进行了介绍，并

就如何优化学科发展策略提出了后续工作要求。张海东教授、盛智明副院长分别

介绍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年度项目申报的成果经验与失败教训。科研副院长纪

莺莺就学院 2022 年第四季度重要科研工作计划作了说明。最后，李老师希望青

年老师在规划个人科研发展的同时，结合学院学科建设方向，积极服务于国家科

研战略需求，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莫晓燕） 

 

 

10 月 28 日（周五），学院代表队参加 2022 年学校体育节暨第二十五届运

动会，参加的项目有团体广播体操，男子 1500 米、女子 100 米，以及 3 分钟跳

长绳、60 米迎面接力和蚂蚁搬家等项目。其中阿卜杜热西提同学勇夺男子 1500

米第二名，黄莹同学获女子 100米第四名，学院代表队获“蚂蚁搬家”团体第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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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0 日（周日）下午，上海大

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

（IESM）邀请泽世供应链管理集团宋森

华董事长，为学院师生作题为“我的非

洲梦”的专题讲座。讲座主要围绕泽世

集团在非洲的投资和发展的机遇与挑

战展开，通过实践案例分享为经济社会

学与跨国企业研究的学术创新提供新

思路。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复旦大学

孙遇洲研究员、同济大学黄正骊副研究

员参与对谈环节。刘玉照教授主持讲

座。（莫晓燕） 

10月 30 日（周日），第十一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之本科生论坛在线上举行，

来自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社、南开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的 10 名同学做了专题报告，张国旺、吴柳财、

李英飞、范新光、付伟、焦长权、肖瑛、吴真、李荣山、纪莺莺、陈伟等老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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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陈伟） 

 

10月 30 日（周日），学院召开共青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第五次代表大会暨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第十次学生代表大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外国

语学院团委书记马思涵，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会执行主席金薇及 82 位学生代表

参加会议。共青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委员会书记回胜男作了《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第四届团委工作报告》；社会学院第九届学生会主席程雨苗作了《上海大学社会

学院第九届学生会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上海大学第五届委员会委

员，分别是回胜男、孙睿、杨子涵、张天明、赵斌宇；大会选举产生了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第十届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成员分别是张怡、张颐熙、郑沅芷。（回胜

男） 



主编：张乃琴     责任编辑：樊杰  （本期编辑：回胜男） 

信息提供：任威达、张羽、回胜男、莫晓燕 

 

 

 

🔺 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武洹宇副教授在《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 年 5

期发表论文《多维社会资本交融与近代女性公益组织的生发——以清末广州“公

益女学堂”为例》。文章与既往对晚清公益的研讨多限于男性组织的研究不同，

本文选择广州“ 公益女学堂”作为个案，发现当时投身公益的晚清女性，绝大

多数出自绅商阶层。正是基于地缘、学缘和阶层等交往形成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和

基于同道中人的理解、欣赏和信任而产生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同一群亲友型志

士群体中深度交融，为当时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的有志女性生产出一个相对自由包

容的“平行世界”——既是女性公益事业生发之初最现成的组织依托，又是其存

续和发展最关键的抗风险系统。本文遂提出多维社会资本交融的观点，来解释中

国女性近代公益组织的生发机制。事实上，这样一种集多层次社会资本为一体的

亲友型志士网络广泛存在于近代中国变革的肌理之中，尚有待于未来更多深化和

拓展。 

🔺 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马丹丹副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第

A07版发表文章《人类学叙事逻辑创新资源广阔》。文章认为田野回访是中国人

类学在学科重建时期的起飞契机，与前辈的田野工作嫁接，与国际人类学接轨。

豫北田野回访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开展的“查漏补缺”，同时也是学术史从后

现代主义向政治经济、生态环境方面的解释转向。在方法论上，加强档案利用力

度，加强所涉历史事件的实地考察力度，在党史、文学传记、档案与口述史、民

间传说等资料之间，探索一条事实依据靠得住的社会调查路径。 

 

 

 

最新成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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