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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4年第 3期（总第 159期）（1月 15-21日）           2024年 1月 23日星期三 

 

1 月 15日（周一）上午，2023 年度公共性论坛第十四讲由邵文苑博士主讲，

讲座主题为“面向边疆治理的艺术批评——辨识隐文本、副文本和假文本”，邀

请上海大学文学院刘旭光、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宏超、我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所张亦农为评议人。（莫晓燕） 

 

1 月 15日（周一）下

午，社会工作系邀请德国

科隆大学特殊教育与康复

系助理研究员 Fabian 

Beloch，作“2023 年冬季

学期高级宏观社会工作实

务报告会”第八讲，主题

为“混合咨询——对抗数

字鸿沟的经验见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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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讲座从三个层面讲述有关数字鸿沟的知识。数字鸿沟描述了在不同社会经济群

体和个人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访问、使用和应用程度的差异而产生的

一种不平等状态。主讲人指出，中德两国关于算法基础设施的图片，在地区中有

所差异。社会工作咨询需要原则和方法的职业实践以及特定的能力：处理个人内

部和人际关系、给予意见和信息以及决策指导。混合咨询有着服务和赋能的功能，

以面对面咨询和线上咨询为媒介，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相互配合。用户、网络和

理论一切都是混合的，项目设计与定性内容的分析使我们更加熟知混合咨询。（莫

晓燕） 

1 月 16日（周二），本科生 2021 级社会学 1 班团支部在 308 会议室开展团

员和青年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团支部书记沈余飞报告团支部团员和青年主

题教育开展情况，并通报团支部委员会查找不足等情况，与会人员共同开展民主

评议，在会议尾声重温入团誓词。校团委副主管张口天，辅导员叶小翠、沈东，

2021 级社会学 1 班团支部委员和共青团员参加生活会。（叶小翠） 

1 月 17 日（周三），李友梅教授参加《探索与争鸣》2024 年学术指导委员

会（扩大）会议。 

1 月 18日（周四），“走进上大 筑梦未来——高中生研学之旅”开启，来

自上海市洋泾中学的 40 位学生报名由社会学院和经济学院承办的“新文科&新

商科体验营”。社会学院的研究生带领同

学们进行社工素质拓展，在充满创意和趣

味的小组活动中，围绕契约和共识开展主

题讨论，进行了思维的碰撞与分享；本科

生代表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学术心得、

未来规划，给同学们送上宝贵的经验和建

议。学院党委副书记、招生联络组副组长

张乃琴，副院长（挂职）李朔严，招生联

络员沈东等参加本次训练营。（沈东） 

1 月 18日（周四）下午，社会学系

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杨帆，作“中国研究学术前沿”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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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主题为“认知障碍社区研究的方法、路径与反思：从个体经验到政策倡议”，

讲座由社会学系吴真副研究员主持。主讲人从个体经验出发，通过所主持的三个

社区认知症研究项目，介绍社区筛查、深度访谈、随机对照组实验、网络民族志

等方法的运用，并反思社区层面认知症研究的不同研究路径。（莫晓燕） 

1 月 19日（周五），社会学院秋白党支部开展“守正创新学思悟 踔厉奋发

新征程”主题党日活动，共同回顾支部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展望未来的发展前

景。 

校党委书记成旦红寄

语秋白党支部党员。成书

记指出，瞿秋白作为最早

将马克思主义带到大学

课堂的先驱，他为早期中

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宝贵

的理论指导，秋白支部的

党员同志们也要赓续秋

白精神，深入学习马克思

主义，用理论武装自己，做有崇高理想、有坚定信念的时代青年。成书记表示当

前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秋白支部的学生党员要有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

勇担时代使命，脚踏实地，在担当中历练，在责任中成长，每个党员都应成为一

个标杆。秋白支部要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创新和丰富支部的活动载体和活

动形式，努力将秋白党支部打造成为具有影响力和品牌力的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

部。校党委常委、组织人事部常务副部长、组织处处长沈艺，党政办公室副主任

凌长臣，秋白书院院长肖瑛，社会学院领导班子成员，辅导员老师以及秋白党支

部学生党员共同出席本次活动。（叶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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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周六），“2023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第三届学术节”在上海大学

乐乎新楼举办。开幕式由纪莺莺副院长主持，杨锃书记致欢迎辞，肖瑛教授介绍

了学术节的渊源与背景。本届学术节围绕理“历史与社会”、“家庭与养老”、

“乡村变迁”、“生活与健康”、“超大城市研究”、“社会理论”、“就业研

究”和“基层治理”八大主题，分两个平行论坛展开学术讨论。学院张江华、吴

真、李朔严、武洹宇、王立阳、马丹丹、黄苏萍、阳方、陈慧菁、苏婉、沈燕、

陈蓉、陈蒙、项军、陈伟、杨勇、李松涛、高树玲、张帆、刘子潇等老师参加了

本届学术节，并展示了自己的最新研究，邀请同行学者进行评议，双方展开深入

的学术交流与探讨。闭幕式由社会学院黄晓春院长作总结发言，对各位专家学者

在疫情后能够相聚线下，为我院老师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表示衷心感谢，并期待

下一届学术节的召开。（莫晓燕） 

   

1 月 20 日（周六），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IESM）举

办 2023 年年会暨经济社会学与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端论坛，论坛分为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是中心理事会与学术委员会会议，第二部分是《政治人类学评论（第 

18 辑）》“经济社会学与企业海外民族志专刊”发布会和“中国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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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外田野的跨学科对话”圆桌论坛，第三部分是 IESM 博士论文预答辩。李

友梅教授、刘世定教授、折晓叶教授、曹正汉教授、黄晓春教授、王埏、方辉、

崔岩等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出席理事会与学术委员会会议，中心主任刘玉照

教授、联合主任严俊副教授分别做 IESM 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IESM 学术发

展报告。与会的各位委员对中心一年来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对中心未来发展提

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下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主办，上海大学经济社会

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和《政治人类学评论》编辑部承办的《政治人类学评论（第 

18 辑）》经济社会学与企业海外民族志专刊发布会隆重举行，发布会由上海大

学经济社会

学与跨国企

业研究中心

主任刘玉照

主持，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

社纪委书记

刘德顺、上海

大学社会学

院院长黄晓春致辞，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清华大学沈原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

洲研究院徐薇副院长、北京中开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周振邦先生、

上海新汇文化娱乐集团总经理程峰先生、中国—欧洲文化艺术体育协会主席、匈

牙利韦伦采市市长助理马文俊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分社副社长陈颖编

审、《政治人类学评论》主编陶庆教授，来自国内外高校和多个行业的专家，以

及澎湃新闻、观察者网、Six Tone 的记者等 30 余人参加了发布会，社会学之思对

发布会做了全程直播。（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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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周六）下午，李友梅教授受邀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

院专家咨询会。 

1 月 21日（周日），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

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组织熊健然、郭先举、乐

鹏举三位博士研究生参加博士论文预答辩会，

论文题目分别为《理解偏误、双重博弈与控制

权的迷思——以 FD 公司跨国经营实践

（1996-2021）为例》、《中国对外技术援助

何以可能——以农业技术项目为例的经济社

会学分析》、《中国传媒如何走出去：一个经

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

刘世定教授、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中国社

科院折晓叶研究员、清华大学沈原教授等国内 12 位专家参加预答辩评审。 

1 月 21日（周日），李友梅教授、黄晓春教授线上参加 2024 年中国社会学

界新春座谈会暨第六届青年社会学者讲坛。李友梅教授在中国社会学界新春座谈

环节作《新公共性与中国社会当代转型研究的理论范式创新》的主题演讲，黄晓

春教授担任第六届青年社会学者讲坛第一阶段点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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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纪莺莺教授参加上海市长宁虹桥国际社区治理研究院第二届理事会理

事、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当选理事。 

 

 

 

 

 

▲ 1 月 18 日，上海市社联发布了 2023 年度论文，学院学科带头人李友梅教

授的论文《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2 期）入选其中。 

—————————  论文摘要  ———————— 

作为展现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社会学话语的有效性、影响力及其功能

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体系的内在张力能否得到有效协调，这也是

反映能否在多元分化的世界中凝聚社会共同体的认同与共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人

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和本质属性，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特色。

https://mp.weixin.qq.com/s/UVcaNroHjR5mDz30-tBSdA
https://mp.weixin.qq.com/s/UVcaNroHjR5mDz30-tBSdA
https://mp.weixin.qq.com/s/KY1l0ac0ckwXe53S9U1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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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既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核心价值

的体现，也是统筹融通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内在的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社

会性话语关系的核心力量所在。深入论证为何需要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社会学话语

体系建设、如何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莫晓燕） 

▲ 社会学系汪庆华副教授等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1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资源依赖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微治理的自主性何以生

成？——以上海市 Y 组织为例》。文章指出，我国社会组织对其他主体尤其是

政府主体存在资源依赖，这对其自主性有所限制。已有研究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

理解和操作化集中于社会组织的财务、人事、组织发展规划等方面，但对其业务

活动过程中的自主性讨论较少且与其他方面自主性的区分不够。聚焦 Y 组织在

参与社区微治理过程中的自主性进行研究，发现在面向不同主体时，社会组织谋

求自主性的主导逻辑有所不同：因对街道的资源依赖程度较深，Y 组织采取“有

底线地遵从”策略以管理对街道的资源依赖，并以专业逻辑为主导获得自主性；

面对社区相关利益主体时，Y 组织采取“操纵式地满足”策略，并以合法性逻辑

为主导，拓展其在社区中的自主性。（莫晓燕） 

▲ 社会学系贾文娟副教授在《青年探索》2024 年第 1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

果《数字智能时代“Z 世代”的工作自主性》。文章指出，数字智能技术正在推

动人们工作方式的变革，青年群体尤其是作为网络原住民的“Z 世代”正身处这

场影响颇深的变革之中。随着新产业的兴起与新劳动的产生，青年群体在生产中

获得了以创意设计自主性、规划安排自主性、技术运用自主性等为特征的工作自

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深受优绩主义影响的“Z 世代”

青年文化、数字智能技术的广泛掌握与熟练运用、企业劳动管理模式的革新与迭

代这三个因素成为青年群体获取工作自主性的重要条件与动力。然而，数字智能

时代的工作自主性并不意味着管理的缺失，而意味着管理方式的转变。我们需要

为青年劳动群体的自主性成长提供支持，警惕其陷入自主性异化的困境。可以从

法律层面入手，本着推动劳动者成长目的来发展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从社会层面

入手，着力消除各类显性和隐性的歧视；以及从企业组织层面入手，理顺组织内

部的工作协调，减少权力霸凌，打造包容、善意的职场文化。总之，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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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的自主成长不仅是青年自身的要求，更是全社会共同的目标。（莫晓燕） 

▲ 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发表计迎春教授、郑真真的文章《2023 年人口

继续负增长，中国还能做什么？》，文中将中国生育率降低的事实放在了全球普

遍的生育率降低的大背景中，思考了在当今的中国，由于女性同时担负更多的育

儿和养老的社会再生产责任，“低生育和老龄化可能也会处于相互制约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