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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2年第 34 期(总第 106期)（10月 31-11月 6日）      2022年 11月 8日星期二 

 

10月 31 日（周一），由社会工作系程明明副教授主持，邀请英国巴斯大学

John Troyer教授、Jeremy Dixon 医生、方超研究员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作“健

康照顾领域中的人文服务与社会政策”六次系列讲座顺利完成。本次系列讲座分

别围绕英国健康照护体系、健康政策、社会工作服务、安宁疗护与死亡等议题，

以“英国健康照顾体系概况”、“英国健康照顾领域的社会政策概述”、“英国

健康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挑战”、“数字化死亡的未来趋势”、“英国安宁疗护的

发展与困境”和“英国安宁疗护社会工作的进展与相关政策”为主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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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周一）,学校发布《关于表彰 2022 年上海大学本科招生宣传工

作先进集体及个人的通知》，重庆招生宣传组（社会学院）获先进集体一等奖、

黄晓春老师获特别贡献荣誉称号、杨锃老师获卓越领导奖、张乃琴老师获优秀组

长奖、项军老师获优秀个人奖。 

10 月 31 日（周一），教务部公布上海大学 2022 年本科教学改革与研究项

目评审结果，杨锃教授负责的“社会工作与康复医学交叉融合培养模式的探索”

获重点项目立项。（郑宏彩） 

11月 1日（周二），学校发布《关于表彰 2022年度上海大学就业工作先进

的通知》，回胜男荣获“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11月 3日（周四），秋白书院秋白大讲堂首场报告在乐乎新楼学海厅开讲。

瞿秋白外孙女李晓云女士发来视频寄语，对上海大学在建校百年之际成立秋白书

院表示祝贺和感谢。在院长荐书环节，秋白书院院长肖瑛、社会学院院长黄晓春、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闫坤如、法学院院长李凤章等四位院长分别向同学们推荐经

典书目。会上，为鲍建竹、芦雪峰、赵宇阳、李红霞等全程导师代表颁发聘书。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聂清对秋白学子给予了期许和殷殷嘱托，希望同学们将李晓

云女士的寄语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动力，赓续百年上大红色精神血脉，带着个人的

思考去深入阅读。大讲堂的后半场，肖瑛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讲座。最后，社会学院党委书记杨锃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勉励同

学们要扎实阅读经典，深入实践做调查，真正实现个人的成长成才。（叶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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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日（周四）下午，“中国学者的海外研究系列讲座”第十一讲开讲，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苏世天博士作“后发国家现代化

与老挝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谣言治理”专题讲座。苏博士以中老铁路建设中的谣言

为例，就谣言诞生与传播以及老挝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协商进行介绍，指出谣言的

诞生与现代化变革中广泛的不确定性有关，成为另类社会风险表达的一部分。汪

丹副教授主持，刘玉照教授、严俊副教授等院内师生参会，并与主讲人展开交流

探讨。（莫晓燕） 

11 月 4 日（周五）下午，人口学研究所邀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学系王炳钰教授作 “Infrastructural interruption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ransnational lives: Foreign scholars in China during pandemic times（基础中断和跨

国生活的维持：大流行时期在中国的外国学者）”专题讲座。王教授分享了对在

华外国学者的深入采访和最新调查结果。（莫晓燕） 

11月 4日（周五）下午，学院组织召开 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年度

项目选题研讨会（第一批），纪莺莺副院长主持，并邀请院内外专家与选题推荐

人就选题名称、选题依据和研究内容开展了深入探讨。（莫晓燕） 

11月 5日（周六）下午，学院开展了面向全体本科生的“国际组织实习&论

文发表”经验分享会。邀请到 2019 级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宋昱旻、管倩茹和马耀

珊三位学姐，就自身经历分享感悟，为有相关规划的同学答疑解惑，进一步促进

了朋辈交流，使同学们对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了更明晰的规划。（赵斌宇） 

 

11 月 6 日（周日），李友梅教授、黄晓春教授应邀参加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院成立十周年系列论坛之“社会学：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治理高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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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李友梅教授作“新公共性建设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发言，黄晓春教授

作“党建引领与当代中国治理创新”的发言。 

 

 

 

 

🔺 社会学系纪莺莺副教授的国家社科项目项目“社会组织的公共性生产

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研究”正式结项，结项等级“良好” 

🔺 社会学系张海东教授在《解放日报》（2022年 10月 31日特 14版）

发表研究成果《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 

 

🔺 人口学研究所许泽宁副研究员等在 SSCI 期刊 SUSTAINABILITY

（2022 年第 14 卷第 19 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The Effect of Cross-Boundary 

https://sociology.shu.edu.cn/info/1109/106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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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on the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s in Urban Governance: An Example of 

Shanghai（跨边界供给对公共服务可达性的影响——以上海为例）”。文章认为，

由于城市社会治理的地域差异和政府部门职能划分，行政区划造成了地方治理严

重的碎片化问题，阻碍了社区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和公平性。现有研究对治理碎片

化问题提出了优化组织结构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行政区划对公共

服务供给的影响。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本研究以

上海市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为例，探讨行政区划对公共服务公平提供的影响，并探

索了利用信息技术驱动的跨界公共服务模式，以提高公共服务的可达性。研究发

现，信息科技支持下的公共服务跨行政边界供给，可有效提升公共服务的公平性

和可达性。本研究将为提高公共服务可达性、促进公共服务在社区间的公平性提

供参考，从而促进城市社会治理的优化。 

🔺 社会学系陈佳博士等在 SSCI 期刊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2022 年第 50 卷）发表最新研究成果“Sandwich generation in China: 

Exchange pattern with older parents and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on young children

（中国“夹心”一代：与老年父母的交换模式和幼儿的教育支出）”。夹心一代

对年迈的父母和孩子负有双重照顾义务，因此平衡资源分配给年长和年幼一代对

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使用来自中国家庭跟踪调查 2018 年（N=1477）的数

据，我们从夹心一代夫妇的角度调查了老年父母的经济交换模式与幼儿教育支出

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与具有独立交换模式的父母相比，当他们与老年父母有

义务性的经济交换模式时，他们在子女教育上的花费往往更少。低收入和高收入

家庭之间的经济交换模式与幼儿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不同。这项研究有助于理解

夹心一代履行多代支持承诺的复杂性，并呼吁为这些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