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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

布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名单的通知》，社

会学院黄晓春教授牵头申报的“数字社会治理创新团队”获

批建设。

创新团队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和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建

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工作抓手。创新团队建设目标是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推进

学科交叉融合，强化有组织科研。创新研究方法手段，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增强

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的本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育一批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学

术骨干，培养出更多拔尖创新人才，有力支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黄晓春教授牵头的“数字社会治理创新团队”是一个跨社会学、计算机科学、

艺术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团队。团队以“数字社会治理”为聚

焦点，围绕当代中国数字社会的深层特征、数字社会治理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开展

跨学科协同研究。团队致力于建成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决

策咨询中心和人才培养重镇，最终形成具有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鲜明特征的“新

都市社会学学派”，在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创新和中国社会学理论话语创

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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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周一）下午，亚洲人口研究中心邀请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风笑天

开展题为“近十年来中国城市二孩生育人群特征研究”的讲座，由蒋耒文教授和

顾宝昌教授共同主持本次讲座。风笑天教授通过全国六城市 2506 个家庭的调查，

研究发现二孩母亲主要在 28-37 岁生育，35 岁以上高龄母亲占 30%，且“双非”

家庭是生育二孩的主力。二孩父母文化程度略低，更多从事蓝领工作，城乡背景

多样，经济条件与一孩家庭无显著差异。此外，二孩家庭中一孩性别比低，显示

性别偏好对二孩生育的影响。二孩与一孩之间的年龄间隔多在 2-9 岁。讨论环节

中，朱宇教授讨论了职业与生育意愿的关系，蒋耒文教授提出人口科学研究应结

合描述现状和预测未来。会议最后，顾宝昌教授指出二孩政策相关研究应从关注

“谁想生二孩”转变为“谁在生二孩”，深入了解生育二孩人群的特征对于制定

科学合理的生育政策至关重要，为应对低生育率提供科学依据。（张田田）

10 月 23 日（周三），檐下言社会之精神分析与礼乐文明专题在社会学院 316

举行，本期刘子潇博士从古代“昏礼”的仪式引入，“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

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

慎、重正昏礼也。”（《十三经译注》昏义第四十四），然后刘老师介绍了古代

婚礼的流程：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帮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传统礼仪。

（回胜男）

10 月 23 日（周三）下午，在社会学院 216 会议室成功举办了“五育并举 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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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长”为主题的“启

智·润心”大学生能

力提升座谈会，学院

本科生辅导员沈东及

来自不同年级的困难

生参会。此次座谈会

旨在深入了解学院困

难生在学习、生活等

方面的实际问题，通

过学院的支持与帮助，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沈东）抬头：上海大学

10 月 25 日（周五）下午，“新都市社会学”专题讲座第一讲开讲，邀请南

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系林闽钢教授，为我院师生作题为“社会投资国家

的发展路径如何行之有道？——基于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社会支出分析”的专

题讲座。本次讲座主要探讨三个核心问题：社会投资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方法、国

外社会投资路径及类型，以及中国社会投资路径的研判。讲座由社会学院副院长

纪莺莺主持上海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社会学院教授黄晓春主持，学院六十余位

师生参会，会场学术研讨气氛浓厚。

10 月 25 日（周五）下午，社会学院“人生与田野”系列讲座第 16 讲开讲，

邀请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王庆明教授，为我院师生作题为“底层口述与苦难的类型

学”的专题讲座。此次讲座围绕底层群体的口述历史研究及其与“苦难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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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展开。研究聚焦于田野调查，通过多年的口述访谈和资料积累，重新思考

底层群体的社会经验和历史记忆，分析如何通过“苦难”的角度剖析社会制度和

结构。讲座由社会学院副院长纪莺莺教授主持，学院五十余位师生参会。

10 月 26 日（周六）上午，李荣山教授、贾文娟副教授参加由《浙江社会科

学》杂志社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浙江研

究基地承办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研究”第 3 期研讨会。贾文娟副

教授在“劳动与社会”专题从理论层面探讨了高科技产业发展与劳动状况的关系。

李荣山教授参与点评和交流。

https://mp.weixin.qq.com/s/iGooiMMuDRpunmOLpmSx3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