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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4 年第 25 期(总第 181 期)（9月 2日-9 月 8 日） 2024 年 9 月 9 日星期一

9 月 2-6 日(周一-五)，2021 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张萍、胡摇宇分别参加论

文答辩，邢海燕、陈晓达、严俊、李荣山、陈煜婷、袁浩、张海东、庞保庆老师

担任答辩老师。2021 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宋晓倩参加论文预答辩，邢海燕、严

俊、李荣山老师担任答辩老师。（郭琦）

9月 3 日（周二）晚上，“精神分析与礼乐文明”系列读书会第二期在 214

教室举行。社会工作系刘子潇博士领读，共同探讨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精神分

析纲要》的前四部分。（回胜男）

9月 4 日（周三）上午，袁浩、庞保庆与中国电信技术团队在学院 216 会议

室就虚拟仿真实验室相关建设事宜进行了讨论，双方就实验设施、建设内容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交流，调查中心任威达也参与了本次会议。（任威达）

9月6日（周五），秋白书院在乐乎新楼学海厅举行秋白书院新生见面会暨秋

白大讲堂新学期首场报告。杨锃书记在活动中致辞，他对全体2024级新生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从“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习在课外”三个层面

指引同学们加强与全程导师的交流、提升自主学习意识、充分利用书院的资源平

台，加快适应大学生活的脚步，努力成为全面发展的卓越创新人才。随后秋白书

院院长肖瑛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关山彤、法学院方乐、社会学院杨勇三位老师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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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导师聘书。最后，肖瑛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读书·行路·修身》的秋

白大讲堂暨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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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动态

▲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验收，由我院社会学系刘玉照教授主持的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研究》

（批准号：20ASH011）顺利结项，鉴定结项等级为“优秀”。（莫晓燕）

▲ 社会工作系阳方副教授为通讯作者，在 SSCI 期刊《BIODEMOGRAPHY AND

SOCIAL BIOLOGY》上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成果《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occupational status on under-five mortality in Ethiopia（埃塞俄比亚父

母职业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风险研究）》。很少有研究探讨埃塞俄比亚父母职业

地位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的中介因素。本文旨在考察埃塞俄比亚

父母职业地位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以及产前检查次数和是否由

专业医生接生两个变量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利用来自 2016 年埃塞俄比亚全国

代表性的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父母的职业、产前检查次数和是否

由专业医生接生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风险有关。研究还发现，产前检查次数以及

是否由专业医生接生是两个显著的中介变量。未来的研究应关注父母就业与儿童

死亡风险之间的其他路径以及机制。（莫晓燕）

▲ 社会工作系兰雅心博士后为通讯作者，在 SSCI 期刊《ASIA-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24 年第 36 卷第 5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Dietary

Knowledge and Preference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Chinese Couples

（中国老年夫妻膳食知识及饮食偏好的互依关系研究）》。本研究考察了中国中

老年夫妇之间膳食知识和饮食偏好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潜在的城乡差异。文章对

2015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成对数据 （N = 2933）进行分析，使用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夫妻之间膳食知识对饮食偏好的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研究结

果表明，在农村和城市居民中，更高的膳食知识得分与更健康的饮食偏好相关（P

< .01）。在农村地区，个体的膳食知识与其伴侣的饮食偏好相关 （P < .01）。

然而，在城市地区，丈夫的膳食知识与妻子的饮食偏好无关 （P = .58），而妻

子的膳食知识与丈夫的饮食偏好相关 （P < .05）。这种城乡差异或因为农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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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中男性具有更大的决策权。建议采用面向夫妻的方法进行饮食干预，特别是在

农村地区促进健康饮食。（莫晓燕）

▲ 人口学研究所吴佳玮博士后为第一作者、 Guillaume Marois 特聘副教授

为通讯作者，在《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2024 年第 43 卷

第 3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Education Polici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New Evidence for the 1986-95 Birth Cohort

（教育政策与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来自 1986-95 出生队列的最新证据）》。该论

文发现，在 1986-95 年的出生队列中，女性的中学和大学教育的百分位排名首次

低于男性，这表明在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第一次超过了男性。 我国从

1976-85 年到 1986-95 年的出生队列中，教育百分位排名相关系数在所有亲子对

中保持稳定，城市户口出身的子代的教育流动一直低于农村户口出身的子代的教

育流动，且有一些证据表明农村户口出身的女性的教育流动有所上升。我们没有

发现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教育流动上的差异。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施行的《义

务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扩张可能有助于 1986-95 年出生队列中农村户籍妇女的教

育流动性增加，减少了她们在教育方面的双重劣势。（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