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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3年第 7期（总第 121期）（3月 6-12日）       2023年 3月 13日星期一 

 

 

3 月 6 日（周一）上午，中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委员会在蔡冠深讲堂召开党

员大会。副院长盛智明主持会议，校党委组织员尚彩伶列席参加，社会学院全体

教职工正式党员和学生党员代表出席本次大会。大会听取并审议了中共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党费收缴使用情况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上海

大学社会学院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杨锃、黄晓春、张乃琴、袁浩、盛智明、纪莺莺、李荣山。 

随后召开了中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了中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第二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 

中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第二届委员会书记 杨锃 

中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第二届委员会副书记 黄晓春、张乃琴 

 

（张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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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6 日（周一）上午，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海东教授受

邀在“第 20 期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修班”做辅导报告，为上海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讲授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理论和实践》课程。（任威达） 

3 月 6 日（周一）下午，学院召开 2023届上海市和上海大学优秀研究生毕

业生答辩评审会。学院党委副书记张乃琴，系所领导程明明、庞保庆、陈晨，辅

导员回胜男、顾艳霞参加会议并担任评委，25 名毕业生参加答辩。经过评选，

确定汤婷婷等 6人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候选人，王涛等 10人为上海大学优秀毕

业生候选人，并上报学校。（回胜男） 

3 月 7 日（周二）下午，在上海大学第二十七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暨 2023

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上，杨锃书记作为部处院系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代表上台

签订了学院 2023年度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书。（张羽） 

3 月 8 日（周三）下午，社会学院分工会、妇委会举办了“热爱生活 美丽

自信”三八节彩妆课活动，活动邀请专业化妆师为学院女教师讲解了基础护肤、

日常彩妆和妆容配搭等方面内容。活动中通过化妆师演示，老师们的亲自实践演

练，让大家纠正了在日常防晒、基础护理和彩妆搭配等方面的误区。（莫晓燕） 

 

3 月 8 日（周三），学院举行 2023年入伍新兵欢送会。社会学专业 2021级

研究生魏明同学经过报名、体格检查、政治审查等环节层层筛选，即将投身军营。

黄晓春院长，张乃琴副书记，辅导员回胜男、叶小翠以及 2021级学生代表参加

欢送会。（回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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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周四）下午，由社会学院+社区枢纽站和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联合主办的第二场“新文科在中华艺术宫｜学生论坛”在中华艺术宫艺术社区课

堂展区举行。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徐义圣，社会学院教授耿敬，中华艺术

宫副馆长、上海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马琳，社区枢纽站创始人王南溟和蚂蚁计

划发起人、上海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新仓 1955 创新学院院长、三个百里乡村振

兴学院院长于杰应邀出席本次论坛，本次论坛除了来自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与美术

学院的学生参与外，上海戏剧学院、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学

生也参与了主题演讲。他们分别从表演学、戏剧、设计、人类学、民俗学和艺术

管理等角度，分享自己参与的艺术社区的实践。(莫晓燕) 

 

 

3 月 10 日（周五）上午，黄晓春教授受邀参加了上海浦东新区塘桥街道举

行的“业主委员会规范化运作指导手册发布暨业委会规范化建设推进会”。会上

举行了塘桥街道业委会规范化建设研学基地揭牌仪式，黄晓春教授、塘桥街道党

工委书记费维照为研学基地揭牌。研学基地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和塘桥街道党工

委共同发起成立，双方将以研学基地为平台，不断强化业委会规范化建设的合作

研究、经验交流，共同探索一条破解业委会管理难题的基层治理新路。（虞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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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14日（周日-二），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海东教

授带领研究团队赴江苏省南京市、常州市对江苏省网络统战工作情况进行调研，

庞保庆副教授、任威达老师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姚烨琳副教授作为研究团队成员

一同前往调研。（任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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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动态 

 

★  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耿敬教授等编著《横渡乡村：艺术社区与社会学艺

术节》于2023年10月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近10年的“艺术乡建”探索

之后，开始“艺术下社区”、“艺术

下乡”等社区建设的艺术实践，并探

索“艺术社区”发展路径的成果展示。

社会学艺术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艺

术乡建”，就在于艺术实践不再是艺

术家的单纯艺术创作过程，而是成为

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其中美化生活的

一种艺术尝试。在这一过程中，艺术

家提供多样化艺术创作形式，社会学

家进行理论指导，社会工作者进行社

区动员，地方政府予以协助和支持。

本书是在2021年4-6月间在浙江省三门县横渡镇三个月的社会学艺术实践后，通

过相应的学术论坛所做出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本次实践的所有艺术家和社会

学家、社会工作者都在新形势下带着“富了怎么办”（费孝通提出的问题）的思

考参与其中，努力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社会文化精神的“富足”探索一条

可资借鉴的可能。是一部面向未来进行思考并进行探索实践的、具有思想与实践

闪光点的作品。（莫晓燕） 

★ 社会学系贾文娟副教授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

第 37 卷第 6 期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打工的重现？——S 市人工智能产业基层

程序员的劳动境遇、身份认同与行动选择》正式刊登。文章指出，与欧美国家不

同，中国采取了国家主导、城市政府与各大企业共同推进的人工智能产业化发展

模式。城市政府在“即时城市化”的逻辑下，采取各类政策推动基层程序员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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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聚。在此情况下，中国基层程序员的不稳定劳动境遇与欧美程序员不同，他

们与进城农民工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工作时间较长、生活质量低，劳动使用与劳

动力再生产呈现出了“临时性”的特征。然而，与农民工不同的是，基层程序员

依据其过往经历与自身技能，发展出以“奋斗的码农”为核心的身份认同。与此

相应，其利益行动方式是个体化的跳槽。（莫晓燕） 

★ 社会工作系陈慧菁博士等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 年第

59 卷第 1 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自我聚焦对社交焦虑个体外部注意与状态焦虑

的作用——来自眼动与生理指标的证据》。为模拟真实的社会化场景, 探究自我

聚焦如何影响社交焦虑个体对外部社交反馈信息的注意与状态焦虑, 采用演讲

与自由观看任务, 105 名被试在实验室中面对屏幕进行即兴演讲, 同时自由观看

提前录制的包含 12 位听众的录像, 听众分别表现出正性、中性和负性的反馈。

研究中操纵被试的自我聚焦(高自我聚焦条件或低自我聚焦条件), 采用眼动仪

测量被试在演讲中对正性、中性和负性反馈的注意, 并使用生理仪测量皮肤电和

心率。结果显示, 自我聚焦在整体上减少了高、低社交焦虑组对外部社交反馈信

息的注意, 高、低社交焦虑组的心率在高自我聚焦条件下均比低自我聚焦条件下

快。研究结果表明, 自我聚焦削弱了社交焦虑个体对外部刺激的注意加工。（莫

晓燕） 

★ 人口学研究所岳丽莹博士在 SSCI期刊《TRAVEL BEHAVIOUR AND SOCIETY》

2023 年第 31 卷发表最新研究成果《Commuting performance in Shanghai: 

Efficiency and orderliness（上海通勤绩效研究：效率和有序性）》。在过

去 30 年里，关于通勤绩效的文献有了显著增长。然而，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平

均通勤距离视角评估通勤效率，而很少关注通勤空间组织的有序性。基于 2015

年上海市 1%人口抽样调查街道尺度数据，以上海市 20个细分行业为例，采用熵

最大化的双约束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本文从平均通勤距离和通勤空间组织双视角

探讨城市通勤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比哪个行业的通勤效率更低、通勤

空间更加无序，从而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不平等和空间错配等城市现象。研究表明，

在社会和空间上，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显著的通勤差异，忽视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可

能会高估或低估其通勤效率。相比于低技能就业者，高技能就业者的平均通勤距

离更远、通勤绩效更低，这表明职住错配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与服务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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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尽管制造业的平均通勤距离较长，但其通勤空间更为有序，这表明长距离通

勤模式不一定是低效和无序的，反之亦然。因此，有必要对平均通勤距离和通勤

空间组织双视角的研究，以建立对城市通勤效率更加完整的认知。（莫晓燕） 

★ 社会学系博士生李阳、张文宏教授在《学习与探索》2023 年第 2 期发表

最新研究成果《从自驱力到胜任力：非认知能力对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作用机

制研究》。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驱动下，我国单一的就业模式逐渐被打破，

灵活就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并逐渐成为我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形态。在前沿数字科

技的驱动下，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规模日趋扩大且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化等新

的发展趋势。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已无法完全解释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发展

及社会表现的现状。已有大量研究证实，新人力资本框架下的非认知能力在灵活

就业的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非认知能力通过直接和间接双重机制发

挥作用，促进劳动者实现由自驱力到胜任力之间的转化。基于不同生命周期不同

阶段能力生成的特征，在全社会范围内重视对非认知能力的投资，不仅对于提升

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这一日趋庞大的群体的就业质量，增加该群体幸福感和获得

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人才综合能力培养方向的转变也

具有深远意义。（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