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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4年第 17 期（总第 173期）（5月 20日-5月 26日）   2024年 5月 28日星期二 

 

5 月 20-24日（周一至周五），由上海市社区卫生协会和上海市安宁疗护服

务管理中心共同主办、上海大学协办的 2024年上海市安宁疗护实务论坛在宝山

校区伟长楼召开，来自安宁疗护领域的多位资深专家教授从安宁疗护理念、政策

制度、姑息医学、舒适照护、人文关怀以及生死教育等方面进行分享和探讨，为

推动上海以及长三角安宁疗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莫晓燕） 

5 月 20-24日（周一至周五），3名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参加论文预答辩，5

名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完成硕士论文答辩，陈金英、庞保庆、刘玉照、严俊、李朔

严、姚泽麟、贾文娟、刘春燕等老师参加评审；44名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完成硕士论文答辩，赵佳林、黄晨熹、井世洁、付芳、杨彩云、何姗姗、陈蓓丽

等老师进行评阅、答辩。（李奕澜） 

5 月 21-22日（周二至周三），学院举行 2024届本科毕业论文答辩。70名

社会学专业学生、28 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参加了论文答辩。参加答辩的学生按

专业分为 14个答辩小组，41名教师参加此次论文答辩工作。（郑宏彩） 

5 月 21 日（周二），在上海市工人运动研究会第十次会员大会暨 2022—2023

年年会上，社会工作系彭善民教授当选第十届理事会副会长。 

5 月 23 日（周四）上午，《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王明东主编、俞茹教授、

伍琼华研究员、邓晓翔博士一行来访学院，就期刊建设等议题与杨锃教授、盛智

明教授和张江华教授进行交流。 

5 月 23 日（周四）下午，中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委员会在行政楼报告厅召

开党员大会。学院师生党员出席本次大会，校组织人事部组织处王武同志列席会

议。大会由学院党委书记杨锃同志主持，他对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酝酿、提名经

过进行了说明，并宣读了学校党委批复。大会通报了社会学院推荐校第四次党代

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总体情况，审议通过了选举办法和监票人名单、计票人名单，

选举产生了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党委出席中共上海大学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 

https://mp.weixin.qq.com/s/JhSYkrkyB8gu_SRfmQa7KA
https://sociology.shu.edu.cn/info/1106/24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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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日（周四），虹

口区广中路街道党工委一

行来院访问，围绕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等议题展开座谈

调研。广中路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周楠，党建办副主任周

亚枫，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主

任连薇，学院党委书记杨

锃，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

乃琴，团委副书记叶小翠共同参加。（叶小翠） 

5 月 24 日（周五），李友梅教授、黄晓春教授、李荣山教授参加“新时代

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主题论坛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揭牌仪式，李友梅教授

作“中国式现代化于社会建设的若干社会学思考”的主旨演讲，并担任“全国高

校社会学教材建设历史、现状及对策”研讨会暨教育部教材研究重点课题开题会；

黄晓春参加“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圆桌会议”并发言；李荣山担任“社会治

理与社会政策”分论坛下半场主持人。 

5 月 25 日（周六），李友梅教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

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学新使命”研

讨会，并作大会主旨发言，发言主题“‘第二个结合’于中国特色社会学之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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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若干思考”。 

5 月 25 日（周六），黄晓春教授参加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主办的“第六届

中国社会治理 50 人论坛”，并在“社会体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分论坛作“在

多重张力间探寻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之道”的主题发言。 

5 月 25 日（周六），社会学院 1984 届、1994 届、2004 届、2014届等本硕

近 50位校友齐聚社院，共同追忆青春岁月。毕业 40年、30年、20年、10年校

友代表依次发言，重温学习时光。学院杨锃、张乃琴、范明林、张江华、林琼等

老师参加座谈会，并与校友们畅谈交流。（顾艳霞） 

 

5 月 25 日（周六），盛智明教授、纪莺莺教授受邀参加江西财经大学生态

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江西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创

新团队主办的“从经验到理论：社会学者的理论自觉”圆桌论坛，分别以“从想

法到论文：如何进行研究设计”、“组织中‘人’：社会组织研究反思”为题作

主题演讲。 

5 月 26 日（周日），李友梅教授、肖瑛教授参加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智

能论坛之社会研究分论坛（AI4SSH/AI4SR），李友梅教授在开幕式致辞，并参加

“AI 与社会治理”圆桌论坛的讨论，肖瑛教授参加“AI 与文化传承”圆桌论坛

的讨论。 

 

https://sociology.shu.edu.cn/info/1102/24188.htm
https://mp.weixin.qq.com/s/smku0R89cuUdPz3txKDw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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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盛智明教

授等在《社会学研究》（2024

年第 3 期）发表最新研究成

果《关系运作与保险营销—

—“社会—经济”关系互构

及其边界》。文章探讨了在

市场经济中社会关系与经济

关系如何互构及其边界何在

的问题。以中国人寿保险业务过程为例，从“关系运作”的视角考察了人寿保险

“展业”与“增员”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类型、互动方式以及这两个因素对

保险交易和团队招募的影响。研究发现，保险营销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边界

会随着关系类型、关系强度以及关系媒介的不同而变化，进而影响保险业务的结

果。以信任为导向的嵌入机制有助于建立、维护和拓展关系，这一机制模糊了社

会—经济关系的边界，有助于促进业务顺利开展；而以利益为导向的脱嵌机制可

能导致关系的紧张、冲突和终止，使得社会—经济关系边界变得泾渭分明，从而

导致业务受阻。在如下三个方面对以往研究有所推进：首先，不仅关注嵌入性理

论所关心的社会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还注意到经济行为对社会关系的反向作

用，探究了两种关系的互构效应。其次，深化了关系运作理论关于社会—经济关

系互构和关系边界的讨论，探究了关系运作中的关系类型、关系强度、关系媒介

等因素对关系边界和交易结果的影响，为讨论社会—经济关系互构和边界变化提

供了实证分析工具和框架。最后，为探究其他类型的经济交易活动提供了可能的

 

最新成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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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思路。对于人寿保险营销过程的考察揭示了关系“嵌入性”是有条件的，社

会—经济关系的边界需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并对关系脱嵌予以重视，对

社会—经济关系的相互影响及其边界变化有更充分的理解，进一步探寻关系边界

平衡的可能路径和机制。 

▲ 社会学系张海东教授等在《社会学研究》（2024 年第 3 期）发表最新研

究成果《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二元分割——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在市场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双

重二元分割结构。首先提出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问题，并基于 2019 年

中国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采用潜类别分析法，验证了城市劳动力市

场双重二元分割理论模型的经验适用性。研究发现，市场可以具体划分为体制内

主要市场、体制内次要市场、体制外主要市场和体制外次要市场这四个子市场。

通过拓扑矩阵的流动表分析，检验不同子市场间职业流动的模式。结果显示，存

在显著的市场粘性效应，意味着劳动者倾向于在同一子市场中流动，而非跨越不

同子市场。特别是，体制内主要市场的内部流动粘性最强，表明体制内的劳动者

更可能留在原职位，而不易流向体制外或其他子市场。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单向

体制壁垒效应和单向市场壁垒效应。研究指出，从体制外市场向体制内市场流动

面临较大的阻力，且当劳动者的初职与现职市场地位差异越大时，流动的难度也

随之增加。类似地，从次要市场向主要市场的流动也存在显著的壁垒，这表明劳

动者在职业流动过程中，不仅受到体制的限制，还受到市场结构性分割的影响。

研究结论对理解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分割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具有重要意

义，并为消除市场分割、促进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这对于加

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和人才

跨地区顺畅流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