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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4年第 6期(总第 162期)（2月 5日-3 月 10 日）      2024年 3月 15日星期五 

 

祝贺： 

社会工作系张天明老师指导、22 级 MSW 杨佩芸同学负责的案例

《影像发声法应用于精神疾病康复者复元的小组干预》获第三届“全国

MSW 研究生案例大赛特等奖！！ 

项目介绍 

本次影像发

声行动共有六名

来自上海市阳光

心园的康复者全

程参。在整个过程

中，康复者作为自

己生活的专家，拍

摄那些对于自己

来说重要的事件，

而不单是精神疾病意味着什么；同时照片作为反思性讨论的催化剂，去探索在日

常生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经验，行动的过程为彼此提供了一个机会——真实去

体验改变的发生是如何需要自身所拥有的经验知识。 

通过此种方式，我们鼓励与精神疾病亲历者一起来谈论精神健康，希冀能够

在社会行动和改变中纳入更多亲历者的“声音”，同时公众也能够“看见”精神

健康的重要性，减少对精神疾病的污名或偏见，从而构建相互扶持、接纳与包容

的复元型社会。 

2 月 28日（周三），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指导，人民网、中共上海市委党

校主办的第二届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征集活动推荐案例名单正式发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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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杨锃教授领衔的案例“历史与现代并存、活力与秩序兼具：党建引领街区治理

的湖南街道实践”，黄晓春教授、纪莺莺教授等领衔的案例“用好校地合作‘金

钥匙’ 开启美好社区‘幸福门’”，陈蓉副教授领衔的案例“汇聚‘第二梯队’

新动能 扩大‘美好社区’合伙人”荣获“第二届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征

集活动推荐案例最佳案例”。肖瑛教授、李荣山教授等领衔的案例“‘三区’联

动打造美好社区典型样板”获得“第二届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征集活动推

荐案例最佳案例优秀案例”。 

3 月 6 日至 7 日（周三-周四），上海大学举办 2024 年春季中层正职干部专

题研修班，学院在 316 会议室开设分会场，学院中层正职干部参加了现场培训，

中层副职干部、系主任、教授及教学科研骨干代表线上同步参加培训。（张羽） 

 

3 月 8-9 日，计迎春教授受邀参加“寻微拾著”2024第十一届牛津中国论坛，

并在新家庭主义分论坛作分享。 

3 月 10日（周日）上午，为发挥朋辈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学生成长成

才，促进社会学学友共同体成长，社会学院于 J202 方润华讲堂开展以“励学有

为 青春璀璨”为主题的社会学院学生荣誉奖学金颁奖典礼暨魁阁讲堂。上海盟

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排球协会会长、上海大学校董张大钟校友为

在座同学作题目为《以人为本 智能向善——AI 时代社会治理》的主题讲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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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院教授李友梅，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席慧霞，校对外联络处副处长（挂

职）余航，学院党委书记杨锃，院长黄晓春，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副院

长盛智明，副院长（挂职）、社会学系副主任李朔严，本科生辅导员叶小翠、沈

东。学院本硕博全体同学共同参与。（沈东、叶小翠） 

 

 

  

 

1 月 28 日，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刘玉照教授和严俊副

教授受邀参加乐麦咨询组织的“躬身入局·乘势出海”思享沙龙活动，担任活动

嘉宾，严俊作专题演讲。中心兼职研究员王元腾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张珑等一同参

与了此次沙龙活动。 

 

迟到的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zorvanucczze0D5cvOo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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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 日，杨锃教授受邀参加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举办的虹口区精神健康

同伴支持暨社区精神健康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启动会，并作专题辅导。从替代服务

中的同伴支持角度阐述了邻国经验与启示。 

2 月 2 日，社会学院安宁疗

护与医务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组

织召开“安宁·对话”系列活

动（三）：安宁疗护中的医疗

决策与居家照护，邀请中国医

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宁养病房

主任王玉梅作“临终患者与家

属的医疗决策：过程与困境”

分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新华医院宁养院社工孙瑛作

“晚期患者及家属的居家照

顾”分享。 

https://mp.weixin.qq.com/s/Wqy7jaf29pWZPsEYLVOfvg
https://mp.weixin.qq.com/s/Wqy7jaf29pWZPsEYLVOf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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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纪莺莺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1 期上发表最新研

究成果《当代中国志愿精神的多重文化源流——一项生活史研究》，该文为 2023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共同体高质量建设研究》的阶段性

成果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基层志愿服务事业显著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进一步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这也是在新发展阶段深入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社区志愿者作为构建社会秩序和支撑社区发

展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也被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所重视。很多研究都注

意到，在城乡的基层社会生活中，存在一些被称为“社区志愿者”“社区积极分

子”“社区能人达人”的群体。他们既处在行政制度的边缘，也居于社区公共生

活的核心，对于基层社会秩序的生成、维持和调整意义重大。如何解释这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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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生成机制、行动逻辑与深层动机？这既是理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核心问

题，也是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文章指出，社区志愿者既处在制度

体系的边缘又处在社区公共生活的中心，对于基层社会秩序的生成和维系至关重

要。文章通过使用生活史访谈方法深入社区志愿者的精神世界，提出有关社区行

动者的类型学，区分出爱好者、奉献者、意见者与中立者四种类型，前两者构成

广义的“社区志愿者”。分析积极社区行动者赖以产生的多重文化源流，可以发

现家意识、个体意识和单位意识三重线索的交互作用是推动社区志愿者投入公共

生活的根本动力。行动者是以生活实践承担多重文化脉络的负载者，社区由此成

为从家庭到国家的中间结构。从广义上来说，行动者处于多重文化脉络之中，他

们的生命历程既体现着跨越世代的文化源流的累积，也体现着多重文化源流之间

的交错、结合与紧张。生于 1950-60年代的奉献者的生命节奏受到国家政治的强

烈影响，社区公共生活对奉献者来说既是单位生活的延续，也是家族生活的再生。

生于 1970-90 年代的爱好者虽然更为明确地区分出了社区和核心家庭的边界意

识，但他们从个体家庭迈向社区的理念表达与行动转化仍然深度依赖着单位意识

和家族意识的支持。相对来说，奉献者体现出家意识和单位意识的更强烈影响，

爱好者则更多体现出个体意识的影响，但对爱好者生命历程的深描仍然显示他们

与家文化、单位文化存在接榫之处。文章深入地反思了“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框

架，为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志愿者与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新框架，揭示了宏观

社会转型在个体行动者身上沉淀的意识与情感结构，也展示了中国基层治理现代

化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路径。 

🔺 社会学系黄晓春教授在《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12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

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城市建设的方法论基础》。“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这一经典论述呈现了我国城市发展和治理的核心价值，即“人民

性”。可以说，以这一理念来统筹和推动城市治理、实现公共产品公平正义配置，

已成为当前市域治理的核心战略目标。在当前城市社会结构日益分化、需求结构

各异、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目标的达成正面临着艰巨的挑战，需要

改革者找到一种有效推动多元治理并高效促成民主协商的新型治理方略。 

🔺 社会学系贾文娟副教授在《学术月刊》2023 年第 12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

成果《劳动的身体，资本的心智——自我资本化与新自由主义晚期劳动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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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形成》。学界发现，新自由主义晚期的劳动者呈现出了“以自我为企业”

的倾向，通过提出“自我资本化”的概念，可进一步得出：劳动者按照资本逻辑

进行思考、遵照资本规律进行行动是一种从工业时代产生并绵延至今、且不断深

化的意识形态取向。“自我资本化”在工业时代表现为“人格化的资本”，仅仅

出现在资本所有者身上；在消费时代，自我资本化开始成为劳动者的追求，表现

为白领工人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的聚集与利用；在金融时代，劳动者的自我

资本化表现为其将自身作为金融资本加以运作，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增殖。“自我

资本化”虽能推动资本积累，却削弱了社会生活的韧性，其发展体现出了资本支

配的隐匿性与深入性。 

🔺 社会学系李友梅教授在《学术月刊》2024 年第 2 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新公共性与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文章认为，百年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转型，而理解把握这一总体性转型需要拓展到中国制

度的公共性目标，深入阐释党、人民、国家与公共性的结构关系。在梳理相关理

论范式基础上，可以发现，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公共性，经由中国社会现代转型

的历史实践发展出的社会主义新公共性，基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的创造性转化和适应性融合，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以革命政党为领导核心实现

了人民联合与社会团结，以所有人共有共享发展成果超越个体“偶然性”支配：

通过依托于党以群众路线构建起基础性社会联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妥善协

调秩序与活力的关系，推动国家与人民相互交融、互促互馈互进，以协商实践和

民主集中促进社会团结。可以说，新公共性天然内生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具

体实践，其理论范式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关于新文明形态的构想。 

🔺 社会工作系阳方副教授在 SSCI 期刊《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24 年第 346 卷发表最新研究成果《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procrastination in students: A meta-analysis

（学生手机成瘾与拖延行为的相关性：一项元分析）》。文章认为，手机成瘾（MPA）

作为影响学生拖延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已被广泛研究。然而，MPA和拖延行为之

间相关性的方向和程度仍不清楚。因此，本研究利用元分析技术探讨 MPA 与学生

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参与者的个人特征（教育程度和性别）、测量工具和

社会情境因素（出版年份和文化）的潜在调节作用。通过对 PubMed、Web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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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Embase、PsycINFO、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进行系统的

检索、筛选，共获得 75 项研究，包括 48,031 名参与者，元分析结果显示学生

MPA 与拖延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376，95%CI[0.345,0.406]）。此

外，调节效应显示教育水平、性别、文化和 MPA 测量工具显著调节了 MPA 与拖延

行为之间的相关性。然而，出版年份和拖延症的测量工具对二者间的相关性没有

影响。 

🔺 社会学系汤泽群博士在 SSCI期刊《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上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成果《Expectations Regarding Reciprocity of Flow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China: Does Gender or Birth Order Matter?

（对代际支持互惠的期望：性别或出生顺序是否重要？）》。这项研究调查了向

不同性别和出生顺序的成年子女进行的代际支持，以及它们对中老年父母未来养

老和财务支持期望的影响。我们发现在多子女家庭中，如果儿子和他们的兄弟姐

妹都得到了父母的住房支持，那么父母更有可能期望儿子（尤其是长子）成为未

来照料者；而只有当女儿（尤其是长女）独自得到父母的住房支持时，父母会更

期望女儿成为未来照料者。中老年父母对儿子的养老期望反映出父系规范和需求

驱动的期望，而对女儿的代际支持和期望呈现出互惠交换特征。与未来财务支持

的期望相比，父母的住房支持对他们照料期望的影响更为显著。这项研究有助于

我们从父母的角度理解代际转移的规范和期望，并对当代中国的养老照护政策有

着重要意义。 

🔺 社会学系项军博士在 SSCI期刊《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2024 年第 89 卷发表最新研究成果《Intra-couple comparison, 

intra-gender comparison and class identity of Chinese couples（夫妻间

比较、性别内比较与中国夫妻的主观阶层认同）》。随着中国性别隔离现象的逐

渐减弱和女性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夫妻双方社会地位与其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

联系受到了广泛关注。尽管对于绝对社会地位的研究颇为深入，然而，相对社会

地位在塑造夫妻各自的阶层认同方面的具体作用尚未充分明晰。本项研究力图填

补这一空白，系统地探讨了夫妻内部比较以及夫妻个体与社会中同性别他人的比

较对各自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旨在深化我们对“夫妻间”与“性别内”比较对

主观阶层认同影响的全面理解。本研究基于 2010 至 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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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S）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妻子，丈夫与社会中其他已婚

男性的相对社会地位，在塑造夫妻双方主观阶层认同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这种基于性别内比较的效应不仅超过了夫妻间的比较，而且这一趋势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稳定存在。这些发现与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男主外，女主内"—相契合，

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以理解中国夫妻阶层认同的形成机制。在当代社会

的背景下，本研究揭示了社会比较在主观阶层认同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了

性别角色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深远影响。通过细致的分析，我们不仅能够更准

确地把握当前中国家庭中的权力结构，还能够洞悉个体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

境时，调整其主观阶层认同的复杂机制。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和性别角色日趋平等，

本研究对预测未来社会政策发展方向和指导家庭教育实践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 2月 8日，澎湃新闻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相亲市场里，看不见的标尺》，

澎湃新闻记者对话计迎春教授，关于婚姻市场中为子女相亲的父母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qoygjGBMi5IK4itD4FQT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