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闭本页

返回首页

教师列表(以音序排列)

陈友华 成伯清 

褚建芳 范可 

方长春 风笑天 

高纯清 耿柳娜 

古德曼 郭未 

何安娜 贺晓星 

胡小武 李晟台 

李中权 梁莹 

刘林平 刘柳 

陆远 马道明 

闵学勤 彭华民 

桑志芹 卲京 

沈晖 宋林飞 

唐日新 田蓉 

汪和建 吴愈晓 

吴作富 肖承丽 

肖萍 谢燕清 

徐愫 杨德睿 

杨渝东 翟进 

翟学伟 张洪 

张鸿雁 张玉林 

郑震 周培勤 

周晓虹 周怡 

朱安新 朱力 

汪和建

 

        汪和建，男，1963年生于杭州。1980年起先后入学南京大学经济学
系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并获学士和博士学位。1984-1988年留校任教
于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暨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室。1988-2009年转教于南
京大学社会学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兼任南京大学社会学
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应用社会学教研室主任。现为南京大
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并兼任中国社会学会经济社会学专业委员
会（筹）副主任、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学术委员会委员、《社会理论论丛》编辑部主任。研究领域为经济社
会学、制度分析和中国社会与经济等。主要著作有《现代经济社会
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
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经济社会学：迈向新综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科研成果

一、主持完成和承接的科研项目 
1、城市生态社会学研究，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1994-1995，主持人； 
2、经济伦理与交易秩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994-1997，主持人； 
3、韦伯传统与中国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南京大学中流基金，2000-
2001，主持人； 
4、社会网络、市场权力与市场秩序的关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01-
   2003，主持人； 
5、企业内部关系的风险控制研究，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保障研究基
地， 
   2002-2003，主持人； 
6、自我行动的逻辑：论中国人的市场实践及其市场的社会建构，南京
大学 
   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2004-2005，1.5万元 ，主持人； 
7、金融社会的崛起 : 对变迁中的当代中国金融社会特征的社会学研
究 ,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 2007-2009 , 4万
元 ，主持人 ; 
8、消费社会转型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 ，2009-2012 ，10万元 ，主持人。

二、学术访问与国际会议 
1、中国社会学学会1999年年会，中国社会学会，1999年6月，武汉； 
2、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专业进修”，福特基金、香港中文大学，
2000
   年1月－4月，香港； 
3、“社会学与转变中的中国社会国际研讨会”，美国匹兹堡大学、香
港中 
   文大学，2000年11月，香港； 
4、中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年会，中国社会学会，2001年6月，济南；  
5、中国社会学学会2003年年会，中国社会学会，2003年10月，成都 ； 
6、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国际社会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4年7月，北京；  
7、“全球公民社会与中国‘和谐社会’国际研讨会”，英国伦敦经济
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2005年8月，南京； 
8、“经济社会与经济管理研讨会”，台湾大叶大学、南京大学，2005
年11月，南京； 
9、第三届“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南京大学、上海
大学、日本爱知大学、英国利兹大学、世界大学联盟、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8年10月，南京；  
10、首届“关于中国的高等研究”国际研讨会——“长三角区域中国
企业家价值取向和关系研究”，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2009
年3月，南京。 
11、“两岸社会与城市论坛”， 台湾大学、元智大学、东吴大学、南
京大学 ， 2009年5月 ，台北。

三、学术成果 
A、个人著作： 
1、《现代经济社会学》，40万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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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2、《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38万字，北
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3、《经济社会学：迈向新综合》，24万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B、合著、参编著作： 
1、《公共关系学新论》，27万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版； 
2、《劳动社会学》，33万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34万字，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3年版； 
4、《现代社会学理论新编》，45万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5、《社会学原理导读》，115万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版。

C、主要学术论文： 
1、“经济社会学的定义、发展与分析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学
报》1987年第4期；  
2、“经济行为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北京：《社会学研究》
1988年第6期； 
3、“中国社会的边际人问题”，南京：《江海学刊》1989年第1期； 
4、“经济理性化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对韦伯论点及东亚经济发展
的再省察”，南京：《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5、“社会系统分析模型：马克思与帕森斯的比较”，北京：《社会学
研究》1992年第1期； 
6、“费孝通经济社会学研究历程初析”（与殷一兵合著），南京：
《江海学刊》1993年第1期； 
7、“城市物质环境质量及其评价体系”，南京：《南京大学学报》
1994年第1期； 
8、“论费孝通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与殷一兵合著），南京：
《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 
9、“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交易问题”，南京：《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
第2期； 
10、“对经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北京：《社会学研究》
1994年第3期； 
11、“城市居民失业心理承受力研究”，北京：《管理世界》1994年第
4期； 
12、“城乡联系与区域经济发展”，南京：《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
1期； 
13、“利己动机与经济伦理安排：一个人类行为假定的检验”，南
京：《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4、“就业歧视与中国城市的非正式经济部门”，南京：《南京大学
学报》1998年第1期； 
15、“企业起源与转化:一个社会学框架”，南京：《南京大学学报》
1999年第2期； 
16、“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
2期； 
17、“经济秩序与工作伦理：转型期中国人面临的工作伦理的变迁与
选择”，香港：《社会理论学报》2000年秋季号； 
18、“‘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一个批判性述评”，北京：《马克
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6期；  
19、“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
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20、“超越纯粹经济理论：韦伯经济社会学探索的思想历程与现代意
义”，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 
21、“经济社会学的定位问题：与相邻学科之比较”，中国社会学会
编《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No.2），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2、“人际关系与制度的建构：以《金翼》为例证”，香港：《社会
理论学报》2003年春季号； 
23、“制度与社会秩序”，童星主编《现代社会学理论新编》，南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经济社会学的定位问题”，张一兵、
周晓虹、周宪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2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2004年版； 
25、“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中国
社会学年鉴》（1999－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6、“再访涂尔干：现代经济中道德的社会建构”，北京：《社会学
研究》2005年第1期； 
27、“新传统主义”的真义与走向：读华尔德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
统主义》”，南京：《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卷总第1期； 
28、“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制组织的社会建
构”，台中：《关系管理研究》2005年第2期； 
29、“作为‘乌托邦’的市场均衡理论：一个概述性检视”，上海：
《社会》2005年第5期； 
30、“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
的社会建构”，上海：《社会》2006年第3期； 
31、“解读中国人的关系认同”，上海：《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2
期； 
32、“自我行动的逻辑：一个理解中国人市场实践的理论框架”，南



京：《中国研究》2007年春秋季合卷总第5～6期；  
33、“经济社会学”，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
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4、“通向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一种再转向” ，上海：《社会》 ，
2009年第5期； 
35、“生产网络的建构：基于关系交易的解释” ，上海：《探索与争
鸣》 ， 2009年第12期； 
36、“生产网络是如何运作的？” 南京：《社会理论论丛》 ，2009年
第5辑。 
37、“亲缘认同与网络间竞争——地方性产业区何以陷入过度竞争的
困境？”，上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38、“通用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治理——也论《劳动合同法》的政策效
果”（与李磊合作），《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四、主要获奖情况 
1、1988年获南京大学“五•二０”青年优秀论文奖（个人）； 
2、1994年获南京大学双元奖教金三等奖（个人）；   
3、1994年获江苏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个人）； 
4、1995至1999年获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学术研究奖（个人）；   
5、1999年获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6、2000年获南京大学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个人）； 
7、2001年获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个人）； 
8、2001年获江苏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个人）； 
9、2003年获中国社会学会年会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个人）； 
10、2004年获国家、省社科基金项目优秀研究成果奖（个人）； 
11、2005年，“经济社会学”课程入选南京大学校级精品课程（个
人）； 
12、2005年，《经济社会学：迈向新综合》入选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
生教育司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暨南京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个人）； 
13、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个
人）。 
14、2010年，获南京大学石林集团奖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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