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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6 日（周一）下午，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以及本科生辅导

员叶小翠、沈东一行，前往 21级本科困难生马晓雪同学的家中进行家访，深入

了解她的生活状况、毕业论文进展及就业情况，为她送上学校与学院的关怀与帮

助。（沈东）

1月 7 日（周二），学院组织召开 202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论证辅导会，

邀请校内外专家对我院拟申报 202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的选题与论证进行了针对性辅导，会议由社会学院副院长纪莺莺主持。

1月 9 日（周四）上午，校党委书记成旦红一行到学院开展二级学院党委全

覆盖调研。党政办公室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秦凯丰，组织人事部副部长、人事

处处长刘丽兰，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刘伟杰，社会学院领导班子成员、高层次人才

代表、“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代表参加了本次调研。学院党委书记杨锃结合学

院实际情况，重点汇报了学院 2024 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四个人人”落实情

况以及应对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举措，并对标学校“十四五”规划目标，总

结分析了现有学科发展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和不足，提出了学院关于“十五五”规

划的编制设想。学院班子成员张乃琴、纪莺莺，高层次人才代表黄晓春，“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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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人”党支部书记庞保庆、阳方等分别汇报了相关工作，为学院的发展提出了建

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与会部处领导分别围绕学科建设、人才引育、师资队伍建设

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并表示将对社会学院的发展给予支持。

1月 9 日（周四）上午，社会学院创新工作室交流会暨十九届挑战杯选题指

导会在社会学院 216会议室举行。上海大学文科处副处长金桥，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院长张乃琴，社会学系副系主任吴真、李朔严，社会学系教授甄志宏，社会学

系青年教师李松涛、杨勇，院团委书记回胜男，院团委副书记叶小翠、沈东以及

各个项目的学生负责人出席本次会议。（沈东）

1月 9 日（周四）下午，中国研究学

术前沿系列课程讲座（2024-2025）第七

讲开讲，邀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谢晶副

教授，为我院师生作题为“葛兰言是结

构主义者吗？——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

‘历史’与‘精神’”的专题讲座。主

讲人通过分析涂尔干学派汉学家葛兰言

的最后一部著作《古代中国的婚姻范畴

与亲疏关系》所呈现的制度－观念史，

以及其中的规则理论，试图证明对于葛

兰言的结构主义叙事是对于其社会理论

的过度简化。讲座由吴真副研究员主持，

校内外近七十名师生参加讲座与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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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周五）下午，高级社会工作实务系列讲座第十一讲开讲，社会

工作系邀请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渥太华大学心灵、脑影像与神经伦理学研究所

主任 Georg Northoff教授，作题为“从大脑到心灵再到大脑—神经精神分析”的

专题报告。Northoff教授从自我的地形层次（Topographic Layers of Self ）、地形

图和创伤治疗（Topography and Therapy of Trauma）、同步性：关系自我（Synchrony:

Relational Self）、心理治疗中的同步性（Synchrony in Psychotherapy）四个层面介

绍其在时空精神病理学

（ Spatiotemporal

Psychopathology, SPP）

方面最新研究成果。他

认为大脑和心灵之间的

联系尚未完全明了，它

们之间的确切联系仍是

一个谜，并为我院师生

介绍了一种连接大脑和

心灵的新方法：它们在空间和时间配置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这将通过自我、意识、

思想和冥想的例子来说明——这对我们理解神经心理动力学现象（如投注、自我、

防御机制等）具有重大意义。讲座由社会工作系刘子潇博士主持，陈慧菁老师担

任翻译，学院近八十位师生参加讲座与交流，会场学术研讨气氛浓厚。

1月 10-12日（周五—日），盛智明教授参加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召开

的“2025中国城市社会调查与定量分析年会”并发言。

1月 12日（周日），李友梅教授、黄晓春教授参加中国社会学界 2025 年新

春座谈会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建设理论研讨会。李友梅教

授担任“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与中国社会学新作为”圆桌会议主持人；黄晓春教

授担任“第七届青年社会学者讲坛”评议人。

1 月 10-12 日（周五-日），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 2024

年度会议暨经济社会学与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端论坛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举行，

本次论坛由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简称 IESM）、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主办，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深圳研究生院分会协办。10 号上午，IE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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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会议与学术委员会会议在社会学院举行，中心主任刘玉照教授与联合主任

严俊副教授分别作 2024 年度中心工作报告与中心学术工作小结。10日下午，中

国企业“走出去”高端论坛正式开始，开幕式由 IESM 中心主任刘玉照主持。学

院党委书记杨锃、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深圳研究生院分会会长、德恒（上海）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波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上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副处长卢超，

原江苏省侨联副主席、南通“赤子情”华侨图书馆创办人镇翔先生，上海大学 IESM

理事会主席、北京四维-约翰逊董事长王埏博士，上海大学 IESM 学术委员会主席、

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等来自高校、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市场咨询机构等各界专

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和媒体代表等共计 60余人参加了本次年会。会议包括“经

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主题论坛，以及“中国制造出海研究”

“文化创意产业出海研究”“对外援助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出海与海外园区发

展研究”四个分论坛。

1月 12-14日（周日至周一），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青

少年创新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AI+城市治理”高中生科创冬令营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培养中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特别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

社会科学研究及城市治理与更新研究的能力。为期三天的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吸

引了众多上大附中学子积极参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青少年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袁浩副教授，以及庞保庆副教授、调查中心任威达在三天的活动中为同学们的

科创项目进行了赋能，学院研究生周师墨、程雨苗也就量化数据处理、科创项目

实践案例等方面内容向同学们进行了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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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12 日（周二—日），学院分批组织研究生开题答辩和论文预答辩工

作，26 位 23级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开题答辩；17 位硕士研

究生参加论文预答辩。（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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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盛智明教授等在《社会发展研究》2024 年第 11 期上发表最新

研究成果《从抵触到适应：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病人角色转换研究》。基于对 A

市精神卫生中心神经性厌食症患者治疗过程的深度田野调查，本研究从内部角色

关系和外部互动关系两方面考察了该群体的治疗过程，发现厌食症患者的角色经

历了治疗前期的角色排斥、治疗中期的角色冲突和治疗后期的角色适应三个阶段，

揭示了病人角色与女性角色、女儿角色、学生角色之间的张力，呈现了治疗过程

中患者与医生、家长和病友之间的多重互动及其对病人角色适应的影响。这些张

力与互动构成了患者进行病人角色转换和调适的微观动力机制。

▲ 社会学系杨勇博士在《学术月刊》2024 年第 11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假设检验方法的实用主义思想基础——以杜威为中心的讨论》。文章指出，在

社会学领域，假设检验方法与实用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未得到充分的讨论。从约

翰·杜威的科学教育课程进入，可揭示出实用主义思想如何在人性论、知识论和

生存论层面为假设检验方法提供理论支撑。杜威提出假设检验方法来反抗形式主

义，并将这一方法运用到教育改革中，推广到了整个社会领域。他一方面将这一

方法奠基在实用主义思想对于自然人性的复杂理解上，另一方面则是借由这一方

法来批判传统的知识理论，释放出社会和文明的活力。为了防止假设检验方法蜕

变成另一种形式主义，杜威始终强调行动与个体生命的优先性，将方法的训练和

人格修养关联起来。深入探讨假设检验方法的思想根源，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当前

主流研究范式的历史文化前提，并补充“社会学本土化”的相关讨论。

▲ 人口学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吴金晶博士为通讯作者，硕士生马劼

为第一作者，与 Guillaume Marois特聘副教授等在 SSCI期刊《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2024 年第 12 卷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depression and the role of job conditions in China（中国抑郁症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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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条件在其中的作用）》。该文章以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

的 6,536名非农业就业的成年人为研究对象，以教育程度和收入作为社会经济地

位的指标，构建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其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文章还采用基于似不

相关估计（SUEST）的框架，评估工作条件（包括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如何起

到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教育程度和收入均与抑郁症呈负相关，且教育程度与抑

郁症的关联在控制收入后仍然显著。中介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往往从

事工作需求较低、工作时间较短且值班概率较低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基于教育程度的抑郁症差异。收入较高的人则面临更多的工作需求、更长的工作

时间和更高的值班概率，这可能掩盖了基于收入的抑郁症差异。更多的工作资源

（如适度的日程灵活性和更好的工作保障），有助于解释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

的抑郁症差异。该研究揭示了中国劳动人口中心理健康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为旨

在预防抑郁症和改善心理健康公平性的政策提供了启示。（张田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