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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6-18 日（周一-三），社区治理实训课程-居民区社会工作者实训营

（第 2期）开营。50 位大场镇的社区干部参加为期三天的培训，并前往东明路

街道新二居民区进行实地参访，社区党总支书记钟雯燕介绍了小区的社区治理情

况。 

 

10 月 16 日（周一），2023-2024 学年社会学院研究生第一次党团研媒学生

骨干例会在社会学院 316召开，学院团委书记回胜男主持会议。会上，党团研媒

学生骨干首先就近期工作情况进行交流分享；随后，与会人员结合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的工作计划安排，围绕学生队伍的思想引领、组织建设、实践锻炼、

作用发挥等方面进行分享汇报。(回胜男) 

10月 18 日（周三）上午，黄晓春教授应邀为长寿路街道靠谱“智”理成长

营系列培训第二期讲课，主题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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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8 日（周三），

杨锃教授参加 2023年上海

市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微论

坛，并作主题为《既个别又

整体：全面助人视角下的社

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论坛

主旨发言。 

10月 19 日（周四），庞保庆副教授受邀在打浦桥街道党工委举行主题教育

读书班暨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作“先锋行动引领社区建设，

夯实党的初心使命”专题辅导报告。 

10月 20 日（周五），校教务部公布 2023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立项项目名单，2021级社会学专业本科生黄焱堰的“心灵的习性：上海高校

大学生志愿行为研究”获得立项。(郑宏彩) 

10月 20 日（周五），学院师生代表队参加 2023年上海大学体育节，第二

十六届运动会暨第十五届教工运动会，我院共有 98名师生参与了本次体育节，

教师代表队参与了教职工运动会广播操团体项目和趣味运动会项目，学生代表队

参与了田径、趣味项目 26个运动会项目，最终获奖情况如下： 

田径项目：彭文琪：女子 1500m 第 2名；张伊瑞：女子跳高 第 4名；徐璐：

女子平板支撑 第 2名；李可璇：女子平板支撑 第 6名 

趣味项目：袋鼠跳：团体第 8名；实心球：团体第 3名；接力跳绳：团体第

8名。 

 

https://mp.weixin.qq.com/s/-B-gEt8pkiTXOHQgkOKn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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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0 日（周五）下午，2023年“人生与田野”系列讲座第六讲开讲，邀

请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讲师韩礼涛作题为“口述史与档

案研究：以基层税收征管行为的变迁为例”的专题讲座。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市

场经济转型，中国的税收制度与组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生的税收机构以“人

海战术”克服市场管理的行政成本，以税收计划推动征管效率的改善，这种制度

和组织设计塑造了基层税收征管的基本模式。韩老师指出，基层税收机构的征管

行为是理解中国税收现象的关键线索，它不只反映了地方“条”、“块”部门围

绕税收的张力互动，而且隐含着计划和发包两个兼具刚性与弹性的组织机制。其

后，税收制度几度变革，但其张力性的组织机制长期存续，使得税收征管行为在

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惜征”、“超计划征收”等迥异的特征，并深刻影响了中

国税收体系的宏观表现和制度效果。讲座由杨勇主持，纪莺莺、吴真等五十余名

师生参会并与韩老师展开热烈讨论。（莫晓燕） 

 

10月 20-21 日（周五-六），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IESM）举办

第二届田野调查工作坊，重点围绕本年度开展的亚非六国调研、泰国调研等海外

田野项目进行深入研讨。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受

邀参加工作坊指导。 

10月 21-22 日（周六-日），社会学系贾文娟副教授参加《当代青年研究》

编辑部等主办的《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学术研讨会，担任“数字劳动与青年

就业”分论坛的评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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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动态 

 

▲ 社会学系吴真副教授在《社会》2023 年第 4 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个体

化是生育的滞碍吗？从法国家庭政策的演变历程与底层逻辑讲起》。文章指出，

个体化常被当作生育率衰微的重要原由，二者的反向关联借由全球诸多国家的人

口演变轨迹暂时得到承认，却在法国家庭政策成功实现生育反弹的历程中被消

解。这一历程围绕对待家庭个体化的态度分为前后两段：20世纪 60年代末之前，

以压制个体意识、重塑家庭秩序为核心理念，结果是婚姻家庭越发多变，生育水

平不升反降；自 70 年代起，法律政策转向顺应个体诉求、尊重个人选择，同时

又在经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上注重对弱势个体的帮扶和对强势个体的监督，由此

带来了从 90 年代至今的生育水平的回升。后一段的经验投射出法国学界与政界

对个体化两重意涵的充分认知：一方面，接纳且善用个体化展现的能动性，另一

方面，防范且遏制个体化导致的不公正。由此，在家庭政策的建构中逐渐形成兼

顾个体自由和社会公平的底层逻辑，并以此为准绳一以贯之地进行政策的修缮和

执行，最终疏通个体化对生育率的阻滞。这段历史不单旨在呈现具体的措施，更

在于追问如何恰切地借助政策介入来扭转个体化对生育的抑制，以此为徘徊在崎

岖路径上的各国提供思路和启迪。（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