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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3年第 25 期(总第 139期)（7月 10 日-8月 27 日）    2023年 9月 1日星期五 

 

7 月 7-20 日，社会学院 2022、2021 级本科生参加军训。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院长张乃琴，带训教师赵宇阳、杨勇，指导员叶小翠、沈东参与此次军训。期

间，学院党委书记杨锃，院长黄晓春，副院长袁浩看望 4-1-3、4-1-6连队教官、

带训教师、指导员、连队导生以及全体参训同学。（沈东） 

 

7 月 13-14 日，社会工作系范明林教授参加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成立 30

周年暨“赓续社工愿景 擘画合作共赢：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新机遇与新挑战”研

讨会，并就“社

会工作专业硕

士培养模式创

新探究” 发言，

他以上海大学

社会工作专业

硕士培养为例，

总结出“触动-

行动 -奖赏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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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人才培养模式。 

7 月 15-21 日，由肖瑛老师带领的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调查团队一行 10 人，

沿着费孝通先生的足迹，前往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开展社会调查。本次调查以“江

村调查和江村变迁”为总议题，延续以往的风格，参与的学生在实地发现自己感

兴趣的问题，根据个人兴趣自主结队，在白天调查和晚上讨论中逐渐形成比较明

确的问题意识，理清研究思路，拓展研究视野。在调查中，调查团队形成了三个

小组，分别以茶会、两头婚、养老为主题。各小组深入“江村”乡间、当地特色

旅游产业、镇养老院等地，走访了村委成员、村民、景区工作人员、养老院的老

人和服务人员，收集了丰硕的一手资料，对于三个调查主题折射出的“江村”历

史变迁脉络有了更加直观、生动、深入的认识，历练了社会调查和发现学术议题

的能力，从而能够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更深刻地把握“江村”的变与不变，透视

中国农村生活的真实肌理，传承费老“志在富民”的学术情怀。（王东晖） 

 

7 月 16-17日，社会学院 2021级民俗学研究生吴言受邀参加第二十届民间文

化青年论坛（第二季）2023 年年会，并在第三分论坛作题为《鲁迅乡土小说中

的民俗文化》的论文汇报。（曾艳） 

7 月 17日，学院陈慧菁、李松涛、汤泽群、吴金晶、项军、赵宇阳 6 位青年

教师入选“上海大学青年英才起航计划”2022 年度继续支持名单，沈燕、许泽

宁、杨勇、VICERRA PAOLO MIGUEL 4 位青年教师入选 2023年度“上海大学青年

英才起航计划”。（应可为） 

7 月 17日下午，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邀请美国杜克大学

社会学系终身教授高柏，作题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的专题讲座。高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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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通过爬梳美国区域国

别研究史上的三次辩论，

揭示了区域国别研究在

理论和方法上伴随时代

而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并就中国区域国别研究

的发展取向作了具有启

发性的论述。本次讲座由

中心主任刘玉照教授主持，社会学系甄志宏教授、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唐青叶教

授、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杨义凤老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社会学

系范文老师等共同参与。（莫晓燕） 

7 月 18日（周二），学院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领导班子调研成果交流会，校党委联络组联络员汪建出席会议，杨锃书

记主持。班子成员围绕各

自的调研成果进行了广泛

交流，总结经验做法，交

流收获体会，汪建同志建

议班子成员在调查研究基

础上建章立制，进一步加

强成果转化应用。（张羽） 

7 月 19-20日，人口高

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人口学会 2023

年年会在太原召开。人口

学研究所朱宇、陈蓉、李

贞等师生参加会议。 

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

究中心暨人口研究所主办

了“国际人口迁移”分论坛，陈蓉和李贞主持。纽约州立大学杰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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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guished professor)、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座教授梁在，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周博，分别担任会议上半场和下半场的点评人。会

议分别围绕德国的移民结构转变、中越边境跨境劳工管理问题、中-阿跨国婚姻

关系、国际迁移流的教育结构、“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来华留学生、华商回流问

题、洋留守儿童问题、来华移民定居意愿等国际人口迁移领域中的热点议题展开

了精彩的报告与研讨。（人口中心） 

博士研究生李雪婷、黄子越和硕士研究生马劼、章华伊、顾津如等分别在“国

际人口迁移”、“空间人口与人口治理”等分论坛上作报告。（曾艳） 

7 月 20 日-8 月 4 日，由汪丹老师带领的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调查团队一行 9

人，前往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沪滇协作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示范村镇开展

社会调查。本次调查基于东西部合作的国家战略与沪滇协作的“十四五”规划，

以上海市宝山区对口帮扶云南曲靖的罗平县为田野调研目的地，重点关注罗平少

数民族村寨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与乡村振兴实际与实践，选取云南曲靖的“百

千万工程”与罗平“沪滇协作示范项目示范村寨”进行驻村入户调查和多点项目

走访调研。（汪丹） 

 

7 月 20 日，社会工作系华红琴副教授、赵宇阳博士参加甘泉路街道举办的

社区治理“泉治”沙龙暨甘泉路街道居民区“泉治”自治项目对接会。华红琴建

议要立足儿童视角，更多倾听儿童声音，通过五社联动引入社会资源，共建儿童

议事厅，搭建平台增加不同形式的活动吸引家长参与，共同探讨家庭教育，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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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与儿童、家长的距离，推动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赵宇阳建议要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充分发动组织内部人才队伍，带动社区党员力量共同参与，加强制度建设

提升激励作用，吸引新鲜血液的加入。引入社会力量，通过冠名、资助等方式扩

大资金来源，从而提升志愿服务力量。 

7 月 29 日，范明林教授受邀为宝山区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小巷总理”成长

营——宝山区居委主任“百事通”打造计划 4.0 培训班授课，主题为“社区公益

项目设计和实战演练”。 

7 月 29 日-8 月 14 日，学院三门调研团队一行 18 人由陈伟、肖瑛两位老师

带领，于三门县开展了为期共 17 天的社会调查。本次调查分为五个小组，分别

围绕三门青蟹、冲锋衣产业、农村养老、农村宅基地再分配以及围海造田等主题

展开。其中，冲锋衣小组提前一周进驻三门县。调研团队以小组为单位，深入政

府部门、工厂车间、青蟹养殖塘、交易市场、老年公寓、新老村庄等地，多次走

访地方官员、企业管理者、工厂女工、经销商、养殖户、村民以及老年公寓中的

护工、老人及其子女等，获得了丰硕的一手调研材料，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背

景下的农村生活、生产及发展有了深度和广泛的了解，历练了社会调研与发现、

思考学术问题的能力。（摘自学院新闻稿） 

8 月 2-20 日，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ISEM）主任刘玉

照带领中心硕士研究生王鹏辉、本科生温小乐等同学，协同硕士研究生、IESM

中心研究员张萍，在泰国开展了为期 19 天的田野调研。围绕“国际中文教育走

出去”这一主题，调研团先后拜访了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海上丝路孔子学院、

清迈大学孔子学院、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东盟-普吉泰华学校、普吉中

学孔子课堂等国际中文教育组织，与相关的业内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先后访

问了鲁班工坊、泰中罗勇工业园等地方。期间 8月 6日，应泰国国家发展管理研

究生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社会发展与管理战略学

院副院长李仁良教授邀请，调研团与该院学生就中泰关系、中泰经济互动等议题

进行友好交流讨论。8 月 16 日，受普吉孔子学院李文宏院长邀请，刘玉照教授

在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分校国际研究学院（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做了题为《中国企业在泰国的发展和中泰文化交流》的学术讲座，分享中心对于

中泰经济文化互动的研究分析，并与在场师生进行交流研讨。（经济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DUwAS8_P_Wxri5mt01jP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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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 日，盛智明教授受邀参加东明

路街道开展“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 

打造一流党建引领一流发展的东明实践范

例”专题研讨活动，他指出：党建引领协

商民主，要注重好基层的回应性、广泛性、

全过程性，创新形式，优化程序，保障监

督，引导多方协商议事，形成共识，推进

基层治理难题的破解。 

 

8 月 12 日，李

友梅教授、张海东

教授等参加吉林大

学主办的第三届东

亚社会学学术年

会，李友梅教授在

开幕式致贺词；张

海东教授组织会议

第 12 分论坛：21

世纪东亚的社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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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和不平等。张海东、陈蒙分别在分论坛发言。（任威达） 

8 月 19 日，社会学系李朔严副教授在线参加清华大学公益慈善沙龙第 117

期丨“社会组织协商”系列沙龙之：立法与政策推动中的社会组织协商，并担任

点评专家。 

8 月 21 日上午，上海大学法学门类第 97次学位分会在社会学院 308 会议室

及线上同步召开。11 名委员参加了会议并投票表决，建议授予 4 名硕士生硕士

学位；3 名博士生博士学位。（曾艳） 

8 月 22 日，社会学院和秋白书院联合开展“双院迎新”工作。迎新当天，

校党委书记成旦红一行来到新世纪的秋白书院和社会学院报道点，详细了解新生

报到情况及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对辅导员老师及导生志愿者们细致体贴的迎新工

作予以肯定。学院党委书记杨锃老师与党委副书记张乃琴在报道现场迎接新生，

全程导师高树玲和沈燕老师第一时间进驻书院导师室，与新生及家长谈心谈话，

了解新生开学报道情况。（叶小翠） 

  

  

8 月 22-23 日，社会学院在宝山校区和嘉定校区分别迎来了 19 名博士研究

生新生和 131 名 2023 级硕士研究生新生。期间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社会学

院院长黄晓春等老师来到我院迎新报道点与迎新工作人员和新生们亲切交流，深

入了解报到情况，并向新生们表示热烈欢迎，鼓励他们在社会学院踏实求知，继



主编：张乃琴     责任编辑：樊杰  （本期编辑：莫晓燕） 

信息提供：沈东、曾艳、应可为、张羽、叶小翠、回胜男、虞锦美、莫晓燕、汪丹、王东晖 

承并发扬社会学院的优良传统。（回胜男） 

 

 

8 月 24 日，杨锃书记代表学院与中

共新昌县委社会建设委员会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决策咨询服务和

课题研究、干部人才培训提升、社会实

践和挂职锻炼、人才资源支持和人才引

进、产业合作等方面开展多领域合作。

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协同创新，建立交流互访机制，

推动互利互赢、协同发展 

 

8 月 25 日，秋白书院于 J202方润堂讲堂举行秋白书院开学新生见面会暨秋

白大讲堂首场报告，党委常委、副校长聂清，本科生书院管理中心有关领导，以

及秋白书院相关三家专业学院院长、书记、副书记、辅导员等出席见面会，欢迎

新同学。后半场，秋白书院院长、伟长学者、社会学系主任肖瑛教授为同学们带

来了题为《大学三件事：读书•行路•修身》的秋白大讲堂暨开学第一课。（叶小

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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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上午，学院研究生团总支组织 2023 级研究生新生开展“寻访红色

足迹，谱写青春之歌”校园参访主题教育活动。此次活动总计有 120余人参加，

共分为四个小组。在组长的带领下，四个小组先后参观了海派文化博物馆、钱伟

长纪念馆、校史馆、社院大楼、溯园、泮池等地，每组都配备同辈讲解员为同学

们讲述了这些校园地标的丰富历史。（回胜男） 

 

8 月 25 日下午，社会学院 2023 年开学典礼暨导师见面会在经管楼蔡冠深讲

堂隆重举行。学院党委书记杨锃，党委副书记、院长黄晓春，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张乃琴，副院长袁浩、盛智明、纪莺莺、学院各专业导师以及 2023 级全体新

生们参与了本次活动，会议由社会学院副院长盛智明老师主持。（回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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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27日，第二十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在上海大学举办。本届

工作坊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杂志、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

办，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吉林

大学哲

学社会

学院、南

开大学

周恩来

政府与

管理学

院、清华

大学社

会科学

学院、斯

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社会

与心理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共同协办。工作坊共设 1个主会场，

4个分会场，设有“政府行为”、“基层治理”、“社会治理”、“技术治理与

组织策略”、“信任与情感”、“社会组织”、“产业与教育”8个议题，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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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余人参加会议。（虞锦美） 

8 月 26日晚，蔡禾教授，周雪光教授，刘世定教授等 20余位参与组织社会

学工作坊的专家学者来到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IESM）参访

并座谈。IESM主任刘玉照教授对中心概况和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介绍，学院李

友梅教授，黄晓春教授一起参加座谈。（经济中心） 

8 月 27日，学校举办首届上海大学“书院杯”拔河比赛暨书院体育朋辈导师

聘任仪式，秋白书院、社会学院部分运动员和啦啦队志愿者共同参赛。秋白书院

执行院长、社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老师，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于伟老师、秋白

书院辅导员叶小翠

老师、法学院王琦

老师共同参与，为

秋白学子助力加

油。在书院师生的

共同努力下，秋白

书院在本次比赛中

获得了亚军的好成

绩。（叶小翠） 

8 月 27日（周日）下午，为帮助同学们更好了解就业市场、提升就业竞争力，

社会学院于上海大学宝山校区 EJ206 教室召开 2023 年毕业班首日教育。上海大

学招生与毕业生工

作就业办公室就业

指导教师侯文婷、

院就业联系人顾艳

霞、2023届社会工

作专业毕业生于广

跃以及社会学院各

专业毕业班学生出

席并参与了本次活动。（顾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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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日（周日）下午，为进一步帮助新生适应研究生生活，帮助学生全面

了解学院日常工作和选课要求，社会学院组织召开了 2023 级研究生首日教育活

动，社会学院团委书

记、研究生辅导员回

胜男老师、学院研究

生教学秘书曾艳老

师、2022 级党团研

媒 学 生 骨 干 以 及

2023 级全体研究生

参与了本次活动。活

动由学院团委书记回胜男老师主持。（回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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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袁浩副教授最新著作《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研究：以上海为例》

于 2022 年 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基于 2008年至 2018年五次抽

样调查的数据，对生活在上海这座大都市

的居民在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和幸福感等

方面的发展状况与相互影响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从个体层面分析了上海居民的收

入分层随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并进一

步考察了不同收入群体在生活方式上的

差异；以此为基础，作者分析了不同收入

群体的幸福感特征以及收入状况和生活

方式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针对不同收入

群体提高其幸福感的对策与建议。 

 

🔺人口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朱宇教授在《人口与经济》2023 年第 4

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中国人口流动变迁及其对城市更新策略的启示》。文章指

出，人口流动和城市更新是中国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中密切相关的两个社会经济

发展进程，然而当前大部分城市更新的地方实践和行动逻辑却脱离人口流动背景

而设置，因此亟须准确了解当前人口流动的最新动向，并在政策体系和城市更新

行动实践中作出合理的应对。利用“七普”数据，结合此前人口普查或微观抽样

调查数据，运用指标分析、空间可视化方法等，剖析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特

征与新趋势，并探讨其对城市更新的启示意义。研究发现：人口流动规模大幅度

扩大，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省内人口流动规模剧增；乡城流动仍占主导地位，但

城城流动人口绝对规模增大且增速快于乡城流动人口；人口流动的省际分布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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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态势，一些中西部省份成为新兴的流动人口增长极；人口在区域内集聚空间

极化的同时还具有向外扩散特征，县城等建制镇亦是省内流动人口的主要空间载

体；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加入流动者的行列，流动原因也日趋多元化。

基于以上，城市更新的政策体系和行动实践应当以转型的思维来应对人口流动规

模和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应超越以主城区为界的行动逻辑，在都市圈乃至城市

群的范围内考虑城市更新规划；同时应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聚焦超大、特大城

市和县城“一大一小”的城市更新工作。 

🔺 人口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 吴 金 晶 博士在《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GLOBAL HEALTH》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成果《Gender Disparities 

in Blood Pressure and the Role of Body Mass Index: A Birth Cohort Analysis 

in China（血压性别差距的演变及体质指数的作用：出生队列间比较研究）》。

心血管病是导致男女性过早死亡和残疾的重要原因。血压升高已被证明会增加心

血管病发生和死亡风险。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心血管病死亡率下降速度尚

显不足。同时，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尚未显现出明确的下降趋势。降低血压和高

血压发病率是进一步提升中国人口心血管健康的重要策略。文章旨在考察（1）

血压性别差距随出生队列推移发生的变化及（2）体质指数（BMI）在其中的作用。

研究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1991-2015），并采用多层生长曲线模型估

计不同性别、不同出生队列（1950-1975年间出生）人群的收缩压/舒张压-年龄

轨迹，进而考察血压性别差距随着出生队列推移的演变趋势，并检验 BMI 在血压

性别差距演变中的作用。主要发现如下：（1）男性在样本平均年龄（41.7 岁）

时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高于女性。（2）随着出生队列每后移一年，收缩压和

舒张压的性别差距分别扩大约 0.14 和 0.09 毫米汞柱。（3）BMI 的性别差距也

随着队列推移扩大。（4）在控制 BMI 后，血压性别差距随出生队列推移扩大的

幅度下降超过 30%。研究表明男性血压随出生队列推移上升的幅度大于女性。男

性血压之所以上升幅度较大部分归因于其体质指数的快速上升。基于这些发现，

文章认为旨在降低男性 BMI 的干预措施有望通过降低血压来减轻中国的心血管

疾病负担。 

🔺 社会工作系赵宇阳博士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3 年第 14

卷先后发表 2 篇最新研究成果。《Mediation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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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rural school teachers（积极、消极情绪在个体情绪智力和

生活满意度中的中介作用——以乡村教师为例）》，文章指出，很少有研究探讨

特质情绪智力（EI）的具体要素、积极情感（PA）和消极情感（NA）对个体一般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方式，特别是在教师群体中。本研究探讨了特质 EI 的三个要

素[情感评估与表达（AEE）、情感利用（UE）和情感调节（RE）]以及两种典型

情感（PA 和 NA）对教师一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参与者为 577 名中国农村学校

的教师（年龄在 18至 49岁之间），完成了三份问卷——Schutte自陈情绪智力

测试、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在验证了这些量表之后，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特质 EI、PA和 NA对教师的一般生活满意度有显著且积

极的影响。积极情感在特质 EI 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

研究发现积极情感在 AEE、UE、RE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显著且积极

的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表明，具有较高情绪智力的教师更有可能拥有积极情感，

从而增强其一般生活满意度，并且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增加积极情感可能是

提高教师一般生活满意度的关键。未来的影响和研究局限性也在文中进行了讨

论。《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expressive flexibility and the 

association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青少年情绪表达灵

活性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抑郁的影响）》，文章认为，情绪表达灵活性是指个体依

据情境需求而灵活进行情绪表达和情绪抑制，对个体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该研究

旨在考察情绪表达灵活性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年龄和性别差异，及其与抑郁症状之

间的关系。研究采用自评问卷测量了 766名 12-18岁青少年的情绪表达灵活性及

其抑郁症状。结果发现，情绪表达维度得分女性显著大于男性，但情绪抑制维度

得分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情绪表达和情绪抑制维度得分均不存在年龄差异；只

有情绪表达维度得分与被试的抑郁症状呈显著负相关。结果表明，情绪表达灵活

性在青春期的发展轨迹表现出一定稳定性，但仍存在性别差异；同时情绪表达灵

活性及其情绪表达维度得分的增加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减少。 

🔺 社会学系计迎春教授带领博士生周海燕、林泽宇在《妇女研究论丛》2023

年第 4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婚姻制度变迁的日常生活逻辑——基于上海市

人民公园中产父母相亲角的田野观察和理论反思》。文章指出，在传统现代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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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代中国，传统的早婚普婚模式正在向晚婚非普婚模式过渡。在此背景下，本

文聚焦上海市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从男女双方家庭的日常生活逻辑和动机入手，

在规范、观念和意义层面讨论中国婚姻制度变迁。本文发现，男女双方家长的婚

育观念和性观念正变得更加多元化，呈现出传统和现代杂糅并存的状态，并具有

鲜明的性别模式和显著的性别界限。女方家长对传统婚育规范有更多反思；男方

家长虽然在这方面相对传统，但对非传统亲密关系更为包容。在此基础上，本文

尝试初步提炼出中国婚姻制度变迁的可能性逻辑机制：选择—经济基础—性别观

念差异的三要素链条。在婚姻开始不再是社会规范必选项的前提下，年轻女性的

经济独立和原生家庭的经济支持成为她们自由选择结婚与否的微观经济基础，男

女双方存在明显的性别观念差距则在很大程度上触发了女性的现实婚姻抉择。 

🔺 社会工作系彭善民教授带领博士生陈晓丽、张易为在《妇女研究论丛》

2023 年第 4 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基层妇女议事会运作》。

文章指出，妇女议事会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推动性别平等

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近年来上海 P区妇女议事会的运作探索

初步形成四个议事机制，即强调因地制宜、推陈出新的议事征集机制，注重规则、

接纳与协商的议事讨论机制，议行合一、且行且议的议事落实机制，以及多主体

内外联动的议事保障机制，促进了妇女议事会的落地，为女性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决策与治理提供了空间，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协商对话能力，改善了女性在基层社

会治理中的相对边缘化处境。未来基层妇女议事会的建设，需兼顾社会治理与社

会性别视角、改善议事代表结构与流动机制、规范议事规则与程序以及将性别视

角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整体规划之中，聚焦女性群体的机遇结构赋权和主体

能动性增能，建立迈向性别平等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 人口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岳丽莹博士后等在《地理科学》2023

第 43 卷第 8 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上海市不同学历群体过剩通勤空间分异及影

响因素》。文章指出，过剩通勤分析对于提高城市通勤效率、优化职住空间关系

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 2015年上海 1%人口抽样调查街道尺度数据，采用过剩通

勤的空间离散方法，分析不同学历群体的过剩通勤差异及其城市内部空间异质

性，并探讨职住空间关系对通勤行为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上海中心城区

通勤出行中有 52.14%属于过剩通勤，通勤潜能利用率为 26.14%，表明通勤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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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化提升空间。(2)从学历看，过剩通勤存在明显群体差异，高

学历群体的过剩通勤程度远高于低学历群体。(3)从空间看，过剩通勤在城市内

部呈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中心地区远高于外围地区。(4)从作用机制看，除微观

层面的职住平衡，宏观层面的职住离散也对居民通勤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二者

对不同学历群体的影响效力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对低学历群体的影响更大而后者

对高学历群体影响更大。 

🔺 社会工作系陈佳副教授在《FAMILY PROCESS》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intergenerational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s, and (grand)parenting 

behaviors: An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父辈和

祖辈的抑郁症状、代际共育关系以及育儿行为之间的关系：主客体互依中介模

型）》。代际共育在全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家庭现象。该研究主要检验了抑郁

症状，代际共育关系与父辈/祖辈育儿行为几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的样本来源于

464 个中国城市代际共育家庭中共育参与最多的父辈和祖辈。 通过运用主客体

互依中介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研究结

果显示父辈和祖辈的抑郁症状与他们自己的严厉育儿行为间接正向相关，与支持

性育儿行为间接负向相关，同时他们自己对于共育关系的看法对以上相关性存在

中介作用。父辈的抑郁，通过祖辈对共育关系的看法，与祖辈的严厉育儿行为间

接正向相关，与祖辈的支持性育儿行为间接负向相关。祖辈的抑郁通过父辈对共

育关系的看法，与父辈的严厉育儿行为间接正向相关，与父辈的支持性育儿行为

间接负向相关。本研究强调运用家庭系统理论和互相依赖理论的视角以及配对研

究方法来揭示代际共育实践中的过程和动态。同时，研究对于代际共育环境中的

家庭干预具备实践性启示意义。具体说来，文章建议针对父辈和祖辈开展同行育

儿干预小组有利于三代人的福祉利益。 

🔺 社会工作系阳方副教授先后发表 2 篇最新研究成果，在《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成果《Mother's education and 

infant survival in Ethiopia（埃塞俄比亚母亲教育与婴幼儿存活率）》。在

埃塞俄比亚探讨母亲的教育对婴儿生存的影响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该研究旨

在确定和分析埃塞俄比亚母亲教育与婴儿生存之间关系的近端因素。研究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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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2016 年埃塞俄比亚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集。使用 Cox 回归模

型分析了 3,831名新生儿的样本。结果显示，受过教育的母亲所生的婴儿死亡率

低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母亲所生的婴儿死亡率。具体而言，母亲已完成中学学业

且产前护理出勤率较高的婴儿，其婴儿死亡率比未受过正规教育且产前护理缺勤

率较低的母亲低 49.9%。此外，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和不使用这些设施的母亲所

生的婴儿相比，母亲至少受过一些中学后教育、接受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分娩、清

洁饮用水和改进厕所设施的婴儿，其死亡率分别低 65.3%、56.3%和 68.6%。文章

总结如下：在埃塞俄比亚，母亲的教育差距与婴儿死亡率密切相关，接受正规教

育（主要是妇女）提高了婴儿的存活率。在埃塞俄比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地

区，未来的研究应该集中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母亲身上，因为她们无法获得安

全怀孕、医疗专业人员分娩、清洁饮用水和改善厕所设施的产前护理。在

《PSYCHIATRY RESEARCH》2023年第 328卷发表最新研究成果《A meta-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oneliness and all-cause mortality in older 

adults（老年人孤独感与全因死亡率的联系：元分析）》。文章指出，尽管孤

独感与老年人全因死亡率之间有着公认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在不同性别的老年人

中是否仍然存在，以及是否受到不同样本和研究特征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因

此，这项元分析旨在检验老年人孤独感与全因死亡率之间联系的调节因素。在

PubMed、Embase、PsycINFO、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和万方数

据库（起始至 2023 年 5 月）检索相关文献，并在 CMA 3.3 软件中进行分析。此

外，为探究异质性的来源，进行了亚组分析，同时检验了潜在的调节变量。漏斗

图、Begg 检验和 Egger 线性回归检验用于检验发表偏倚，敏感性分析用于检验

结果的稳健性。这项元分析包括 36项研究，涉及 12,8927名老年人。总体来看，

孤独感与老年人全因死亡率的增加显著相关（HR=1.09，95%CI=1.06–1.12，

I2=63.31%，p<0.001），对老年男性的总体影响大小为 1.18（95%CI=1.04–1.33，

p=0.010）。孤独感与全因死亡率之间的联系受数据来源国家、随访时间以及慢

性病作为协变量的影响。总之，老年人的孤独感值得更多关注，需要提供服务来

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