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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一届博士生论坛成功举办

日期： 2014-12-04  信息来源： 社会学系

11月29日上午9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一届博士生论坛在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正式开幕。出席论坛开幕式的有

社会学系系主任谢立中教授，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周飞舟教授、刘能教授、张春泥助理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社科院、首都经贸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博士研究生。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研究生

教育创新计划资助，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3级博士生主要承办。 

首先谢立中教授为大会致辞。谢立中教授指出博士生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博士生教育质量

是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重要体现，因此提高社会学系博士生培养质量至关重要。社会学系始终在探讨博士生培养的

模式，博士生论坛是促进博士生成长的重要途径，因此举办本次博士生论坛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李建新教授为大会致辞。他指出，学术研究是博士生的重要任务，交流探讨是提高学术能力的重要途

径。希望能够通过本论坛为社会学领域的博士生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促进大家的共同进步。感谢研究生院教育创

新计划项目的支持，能够使论坛得以举办。同时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到论坛的讨论中，在论坛中都能够有所收获。 

开幕式结束后，论坛进入主题报告阶段，论坛共设置了两个阶段的报告，分别为上午的大会主题报告和下午的

三个平行分论坛。 

在大会主题报告阶段，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李汪洋、孙超和刘保中进行了发言。三位学生分别就中

国职业性别隔离、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拆迁改造与老人生活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和青少年教育期望的

关系三个主题进行了报告。在每场报告结束后，张春泥、刘能、周飞舟分别对该报告进行了点评。各位老师围绕学

生们的发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充分肯定了各位学生的研究工作，也提出了可以进一步提高改进的方面。之后

进入到20分钟的提问环节，与会的老师和学生们就三个报告涉及的内容和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下午1点至5点，三个分论坛在理科五号楼分别同时进行，分别为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分论坛、人口老龄化与公

共政策分论坛、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分论坛。 

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分论坛共分为两个单元。在第一单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代、金炜玲、徐宗阳三位学生

分别就中国传统社会理论进行了报告，分别是《正尊降服与报服》《试论妇人“父”与“夫”之间的关系》《试论

丧服中的“不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向伟进行了点评。向伟认为传统社会理论是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

是一种“从文本中做田野”的方式。在第二单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向伟、陈锦航、郭戈三位学生就城镇化、宗教

俗世化和女性农民工与个体化的问题进行了报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卢尧选进行了点评，他认为社会学的学

科化特点是研究“关系”的学科，这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城乡关系、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面对不同

的问题要有不同的解决思路。 

人口老龄化与公共政策分论坛共分为两个单元。在第一单元，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李春华和李月、来自北

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罗雅楠围绕老年人口健康问题进行了发言。李春华就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进行了

探讨。罗雅楠分析了宗教参与对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影响。李月对轻度认知障碍老年群体的健康问题进行了研究。最

后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王笑非对三个报告进行了点评。在第二单元，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方志、来自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的张浩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姜大伟分别进行了报告。方志从人才学的视角出发，对当前我国老年人才开

发制度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张浩探究了退休职工的医疗保障和健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姜大伟基于实践调研经历，

分析研究得到村干部绩效对新农保参保、续保情况有重要影响。最后，社会学系博士生刘保中对报告进行了点评。 

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分论坛，共有五位发言人进行了报告。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范志英、朱洵、

王延涛、孙明哲和庄家炽。范志英提出了从祖父子三代之间对文化资本传递进行考察的这一独特视角。朱洵就劳动

力老化与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王延涛利用倾向值分析技术对劳动人口资格



培训对其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孙明哲对性别研究中的概念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庄家炽分析了情感

表达、经济依赖或平等性别观念对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影响。 

最后，各分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本次会议经过精心筹备，最终圆满落幕，与会者普遍表示通过本次论坛收获

很大。总体来说，本次论坛实现了为社会学领域博士研究生搭建一个对话、交流平台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不足方面，未来应进一步扩大宣传范围，扩大论坛的影响力，力求为全国社会学领域博士生人才提供更好的交流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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