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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3年第 22 期(总第 136期)（6月 19-25日）       2023年 6月 27日星期二 

 

社  院  新  人 

  

吴佳玮  博士 

人口学研究所博士后 

毕业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哲学博士。 

研究领域为人口老龄化，健康，社会人口学，家庭社

会学。（应可为） 

 

6月 19日(周一),共青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第八次代表大会暨上海大

学社会学院第八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大学东区社会学院大楼 308 会议室准

时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新一届研究生团总支书记、第八届研

究生会主席团。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团委书记回胜男，管理学院研

究生会主席李湘及 24 位学生代表出席本次大会。（回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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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周三）上午，上海大学法学门类第 96次学位分会在社会学院 308

会议室召开。11 名委员参加了会议并投票表决，建议授予 396 名硕士生硕士学

位；15 名博士生博士学位；同意 1 名教师担任硕士生导师、同意 3 名教师担任

博士生导师。会议还审核通过了各学院 2023年研究生培养方案。（曾艳） 

6 月 17 日-6 月 21 日（周三），学院代表团陪同校领导刘昌胜校长、沈艺部

长对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

维也纳大学进行访问，黄晓春、盛智明、纪莺莺、蒋耒文、Guy Abel、Guillaume 

Marois 等参加。期间，代表团与德国马普人口研究所展开了学术交流，双方敲

定了未来合作交流的细节，未来将共同推进德国马普人口所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更全面、更深入的合作。此外，代表团也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IIASA）进

行了正式会谈，双方将继续搭建线下学术交流网络，将社会学、人口学等多学科

联合科研向纵深推进，围绕超大城市发展、智慧城市、城市更新等议题展开深度

合作。（莫晓燕） 

 

6 月 24-25 日（周六-日），数据中心负责人盛智明教授、陈伟博士参加由

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R）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

数据中心等单位协办的《庆祝“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周年暨 2023年

城市社会调查与定量分析年会》，并主持论坛讨论。（陈伟） 

6 月 24-27日（周六-二），上海大学重庆招宣组赴重庆参加 2023年重庆市

第十九届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咨询会和重庆巴蜀中学、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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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八中、重庆一中、重庆十一中、鲁能巴蜀中学、南开中学、育才中学等学校的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重庆招宣组副组长、社会学院党委副书记张乃琴、钱伟长

学院党委副书记沈青松、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陆会会、重庆招宣组成员樊杰、杨

勇、任威达、沈东，钱伟长学院谭霁恒同学参与了本次招生宣传活动。（任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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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贾文娟副教授最新著作《二元

劳动体制与中国国企转型升级的实践路径》于

2023年 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国

有企业保持发展的核心方式是根据外部环境变迁

持续推动自身的转型升级。然而，中国国有企业

的转型实践往往充满困难和阻力。国有企业是同

时嵌入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中的，其如何在转型升级之时处理市场效率追求

与组织合法性追求之间的矛盾便是其面对的一大

难题。那么，国有工业企业采取了怎样的劳动力

使用策略来应对转型中效率与合法性的两难问题

呢？本书从劳动体制的理论视角切入，通过对位

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的四家国有工业企业

进行案例比较研究发现，当国有企业在意识到其正在被锁定为跨国资本代工厂

时，往往会采用二元劳动体制来“扩大低成本劳动者的增量、缩小高福利劳动者

的存量”，为自身的转型升级争取时机和空间。在此情况下，国企管理者会在不

同类型的劳动群体间划分排斥性界限，根据产品形态与劳动过程的差异，引入外

包工、劳务派遣工或农民工等不同的非正式劳动者参与生产，以实现“降本增效”

需要。作者认为，国企二元劳动体制并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双轨改革和

新自由主义弹性积累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但是，并非所有采用二元劳动体制的国

有工业企业都能在转型升级中获得成功。面对技术滞后、劳资矛盾频发、市场机

遇欠缺等难题，那些有勇气应对问题、有能力保证内部生产共同体持续团结的国

有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新生。破解转型过程中的效率与合法性两难，还需从如何持

续构建国有企业生产共同体内部团结出发求解。（莫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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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黄晓春教授最新著作《当

代中国治理创新：前沿探索与理论思考》于

2023 年 6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

尝试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社会建设领

域的整体改革探行细致分析并对未来改革

方向做一步展望。为此，作者着力围绕民生

保障以及创新社会治理这两大建设核心政

策领域展开分析。不仅如此，还将在逐步展

开的分析中，深入呈现社会建设不同领域之

间的复杂关联并对其中的政策协同问题倾

注一定笔墨。这一分析视角将帮助我们从制

度主义视角审视新时代加强社会建设面临

的深层挑战。写作的素材不仅来自于已有研

究文献、政府公报和各类深度观察报道，还来自于作者常年在上海的深度田野观

察。这些素材为本书详细讨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力量发育等问题提供

了重要支持。就此而言，本书也是作者过去多年来对社会建设研究的一项总结。

（莫晓燕） 

 

🔺 人口学研究所陈蓉副研究员在《中国人口科学》2023 年第 3 期发表最

新研究成果《从上海看中国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趋势——兼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

论的适用性》。终身未育者增多是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突出的新变化已有

研究大多认为中国仍是“普育”社会，并将其视为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独特之

处。文章以中国上海市为例,从代际差异、婚姻状况、社会经济特征 3 个维度,

使用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 和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及相

关婚育调查数据,考察女性终身未育现象的变化趋势,并以此为切入口浅议第二

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就已度过育龄期和处于育龄末

期的女性而言,上海市女性终身未育水平仍低于欧洲国家和同处儒家文化圈的东

亚社会:但相对年轻的“65 后”“70 后”女性与年长队列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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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未育水平上升趋势。越是年轻的女性队列,终身未婚对终身未育的贡献越大；

非上海户籍女性的终身未育水平低于上海户籍女性,但年轻队列中前者明显向后

者靠拢。女性终身未育率还表现出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升高的特征。当前仍处

于育龄期的年轻队列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队列，且婚育观念呈现出明显的现

代性和个体性,婚育意愿低迷,推迟婚育的人群规模也在扩大,这些迹象预示着年

轻队列的终身未育水平可能进一步上升。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女性终身未

育现象及其扩散趋势,或许预示着当前中国社会的“普育”现象是“过渡性”的

而非“独特性”特征。（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