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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2年第 8期(总第 80期)（3月 14-20日）         2022年 3月 23日星期三 

 

3月13日（周日）下午，上海新的阶层研究中心召开了第一次社会组织从业

人员统战工作调查研究课题问卷研讨会，中心执行主任张海东主持了会议，课题

组成员对调查问卷的板块设计、分工安排等进行了讨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统战

工作调查研究课题是2022年中央统战部六局委托上海大学进行的重要统战研究

课题，该课题将针对全国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基本状况、思想动态和统战工作等方

面进行调查研究。 

3月15日（周二），张海东、庞保庆两位老师的“社会研究方法A”本科课程，

获得2021-2022学年秋季学期上海大学研究型挑战性课程认定。 

3月19日（周六），受相关部门委托，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大学数据

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负责执行的“上海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民意调查”正式启动。

本项目由黄晓春教授、阳方副教授主持，李荣山副教授、盛智明副教授以及陈伟

博士参加项目问卷设计和调查执行等工作。本次电话调查执行团队为数据中心的

22位硕博研究生，并招募了来全国各高校的354名大学生访问员执行电话调查。

本次调查将从上海市常住居民中随机抽取万分之一作为访问对象，以随机抽取上

海市手机号码

的方式通过电

话进行访问。调

查目的在于了

解上海市民对

城市基础设施

更新的满意度

和未来期许，从

而给未来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更新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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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周日），上海大学疫情

防控下校园同辈支持社工援助项目启

动招募工作。该项目将以社会工作专

业方法为在校同学们提供朋辈之间的

相互支持，帮助同学们获得积极情绪，

学会自我调适和自我管理方法，促进

同学间的人际交往，探讨生命意义，

积极面对疫情防控下的困难以及成长

中的烦恼。项目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主办，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

承办，上海大学学生工作办公室（武

装部）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协作开展。

项目开展全程由社工系专业教师策划与督导，由研究生实施的小组工作专业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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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李友梅教授的研究成果《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东北振兴”

新机遇》发表在 2022 年 2 期的《社会发展研究》，文章指出：新时代新阶段的

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全党要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则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所必

须解决的突出问题。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东北地区关乎国家发展大

局，为国家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进入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的经

济社会发展始终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东北现象”或曰“东

北困局”。当前及未来，东北地区需要把握国家振兴东北的重大战略，抓住新发

展机遇，提高改革开放成效，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本文从社会治理转型和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出发，从理论层面对破解区域发展旧格局、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路径提出一些思考，希望能引发更系统的深入讨论。 

🔺  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马丹丹副教授的研究成果《经济/社会的文类

显现与衰退——回顾格尔茨在爪哇、巴厘岛的早期田野调查》发表在 2022 年 2

期的《开放时代》，文章基于对乡民社会研究方法的总结，格尔茨在早期的东南

亚田野调查中，探索经济现代化在东南亚如何可能以及东南亚社会如何实现它自

身的“起飞经济”等问题。这些研究与韦伯的“宗教与经济”命题密切相关，也

受到帕森斯社会体系思想的重要影响，建立在格尔茨覆盖爪哇的多个田野点调查

基础之上以及爪哇和巴厘岛的比较之中，开拓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的类比修辞。

这一文类变化多端，有理有据，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借用阐释的方法，其问题意识

鲜明而论证扎实。格尔茨确立“文化的解释”的研究导向肇始于巴厘岛的田野，

在这类研究中，经济/社会文类的写作风格衰退，象征研究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想要了解他的早期研究也因此变得异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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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世定、严俊、刘

玉照的研究成果《利益-规范”双重博弈 ——一个基础性探讨》发表于 2022年

1期的《社会学评论》，文章指出：社会规范与利益激励如何影响人类行为是经

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区别于既有的两种主流思路，本文尝试发展一种新的

研究范式，在人们的利益和规范双重互动或双重博弈中考察其利益格局和规范格

局的形成与变迁。基于对“利益-规范”双重行为假定下效用函数的重新界定，

我们在博弈框架内探讨了不同行动策略与策略组合的运用特征及其引发的均衡

或非均衡后果，并就该范式在推动社会学基础理论、方法与经验研究发展方面的

潜力做出初步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