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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周一）晚，人口学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副所长陈蓉副教授

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栏目的专访，就“发放育儿补

贴”这一热点话题展开对话。她在采访中提到，今年“发放育儿补贴”首次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全国层面上的补贴政策即将出台，也标志着我们进入了“生

育补贴时代”。她认为，在育儿补贴这项制度的探索和形成过程中，应坚持自上

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探索实践有机结合，并且要长期坚持、适时优化，

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同

时，她也指出，应对低生

育率是世界性难题，相关

支持政策效果很难“立竿

见影”，建设中国特色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是一项长

期性工程，要久久为功。

从国际经验来看，单纯经

济激励并不能长期扭转低生育率，需要“一揽子”整体性的政策工具包的有效衔

接，需要可持续的财政投入，也需要在注重普惠性的基础上加强政策支持的精准

性等。（张田田）

3月 18 日（周二）晚，

秋白党支部举行“革命、

文学与社会变迁——瞿秋

白经典原著读书会”见面

活动。秋白党支部书记、

社会学副系主任李朔严副

教授，青年教师杨勇介绍

了读书会各方面事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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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10 余名同学参加了见面会。（史妍捷）

3月 19 日（周三）上午，社会学院学术委员会召开视频会议，进行社会学

系和人类民俗学研究所应聘者面试，并投票讨论决定了此次新进人员拟定人选。

（应可为）

3月 20 日下午（周四），学院举办挑战杯备赛项目专业指导会，黄晓春教授、

纪莺莺教授、李朔严副教授等从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创新程度等多个维度对参

赛项目进行了深入的指导，并就问题分析、调研实践、论文框架等方面提出了诸

多宝贵的建议。（回胜男）

3月 21 日（周五），李友

梅教授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主

办的吴铎先生追思会，并在发

言中回顾了吴先生在学科体系

化建设中的奠基之功。

3月 21 日（周五）下午，

人口学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

中心邀请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李建新教授作题为《从普雷斯顿曲线到卢茨模型-

影响我国死亡水平的因素分析》的学术报告，蒋耒文教授主持讲座，来自复旦人

口所的所长张震教授和李强研究员受邀点评李建新教授的讲座。本讲座以普雷斯

顿曲线与卢茨分析模型为理论框架，综合运用省际宏观数据与个人微观数据，通

过固定效应模型、Cox 比例风险模型及 Sobel 中介效应检验等多元方法，系统

解析我国死亡

水平的影响机

制。本次报告的

结论对于揭示

死亡水平演变

规律具有显著

学理价值和启

发，未来将深化

多源数据融合与学科方法创新，以应对人口结构深度变迁背景下健康风险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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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挑战。（张田田）

3月 21 日（周五）下午，社会学院“人生与田野”系列讲座新学期重启，第

18 讲邀请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陈家建教授，为我院师生作题为“质性研究的调

查方法与理论思考”的专题讲座。主讲人详细介绍了访谈、观察、文本与数据收

集等质性研究方法，强调其灵活性、理解性和深入性，并结合自身研究案例分享

了如何将田野调查经验转化为学术成果，指出理论化是质性研究的关键环节。主

讲人还探讨了质性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多方法综合运用

提升研究的稳健性和学术价值。副院长纪莺莺教授主持讲座，学院师生六十余人

参会，讲座与问答交流环节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会场学术研讨气氛浓厚。（莫晓

燕）

3月 22 日（周六），

盛智明教授受邀参加在

仁和普宁举办的“聚焦

花卉产业升级 推动农

文旅融合发展”研讨交

流活动，并以电影《哪

吒》为例，强调产业链

延伸的重要性。

3月 22 日（周五），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任威达和研究生张召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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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深圳开展了 2025 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合肥）培训，深圳

城市调查负责人和 10 余名参与本次调查的访员参与了本次培训。（任威达）

▲ 社会学系李荣山教授在《学术月刊》2025 年第 2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究

天人之际：康有为的纠结与普遍性的两难——从费孝通出发的考察》。文章指出：

费孝通的思想存在一个重要的转变，即着眼于早年从私的角度强调差序格局到晚

年着眼于公的角度强调天下大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晚清以来的大同论。

在社会学研究中，相比差序格局概念的巨大影响，对大同维度意义上的普遍主义

的讨论相对较少。有鉴于此，从费孝通出发，重新考察康有为的大同说，认为大

同小康之分的枢纽是天人之际（天祖之别）。康有为在天人之际的纠结揭示了近

代以来从中国出发的普遍性始终面临两种根本的困难。费孝通晚年和而不同的天

下大同思想，不同于康有为激进平等主义的大同，试图恢复以“推”的方式从差

序格局达至天下大同。其思想底色是儒家的，但吸收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

实践经验，以及对西方处理族群关系的经验的反思，是全球化时代激活从中国出

发的普遍性的一次重要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