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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肖瑛副教授

[ 作者 ] 上海大学文学院 

[ 单位 ] 上海大学文学院 

[ 摘要 ] 肖瑛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200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毕业，法学博士。研究领域：社会学理

论、知识社会学、风险社会。 

[ 关键词 ] 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理论;知识社会学;风险社会

       肖瑛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E-Mail地址：yxiao991015@163.com 200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毕业，

法学博士研究领域：社会学理论、知识社会学、风险社会讲授课程：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思想史、西方社会学理论 2003－2006年社

会学学术论文： 1．《反身性与“曼海姆悖论”——兼论相对主义社会学的可能性》（1.8万字，独著），《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年第8期。 2．《试析“反身性”多元内涵的哲学发生及其内在张力》（1.0万字，独著），《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3期。 3．《“反身性”研究的若干问题辨析》（1.4万字，独著），《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

期。 4．《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情结》（1.0万字，独著），《社会》2004年第8期，《中国学术年鉴20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介绍了该文观点。 5．《从“理性VS非（反）理性”到“反思VS自反”——社会理论中现代性诊断范式的流变》（2.5万字，独

著），《社会》2005年第2期。 6．《涂尔干的人类学研究及其社会学旨趣》（1.0万字，二人合著，第一作者），载《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2004年第2期。 7．《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结构与中国历史之进路——关于“韦伯难题”的另类思考》（1.0万字，独著），《唐

都学刊》2003年第2期。 8．《理性的两难与现代性的诊断》（1.0万字，独著），《国外社会学》2003年第4-5期。 9．《马克思与曼海姆

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研究》（1.0万字，二人合著，第二作者），《广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0．《反身性：一种新的现代性诊断

视角》（0.3万字，独著），《社会学家茶座》2004年第3期。 11．《社会理论学科发展报告（修改稿）》（3.5万字，独著），《社会理

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6年第2辑。 12.《社会理论学科发展报告（初稿）》（2.5万字，独著），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

会学研究与调查内部文稿》（2004年10月）、《人文社会科学100学科发展报告》（黄浩涛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第

三、四部分以《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扫描•社会理论研究篇》为题（约1.0万字）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2月9日第2版（署

名：社会学所社会理论重点学科组），《新华文摘》2005年第4期（P.16-20）以《社会理论研究的问题、范式和趋势》为题全文转载（署

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 13.《风险社会及其超越——“反身性”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之建构》（3.6万字，独著），

《社会理论》2006年第3辑。 14.《偶像是如何炼成的——“超级女声”的社会学分析》（1.7万字，独著），《社会学家茶座》2005年第4

期、2006年第1期。 15.《回到“社会的”社会学》（5.5万字，独著），《社会》2006年第5期。 16．《社会学告诉我们无法选择》（0.6

万字，独著），《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1期。 17．《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科学学科构成——兼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困境》（1.0万

字，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5期。 18．《2005年中国社会学研究综述》（2.7万字，独著），载《中国学术年

鉴——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汝信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19．《反思与自反：社会学中的“反身性”研究》（29

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译作： 1、《全球化》（翻译，2.5万字），载《国外社会学》，2002年第6期； 

2、《卡里斯马》（翻译，1.0万字），载《国外社会学》，2002年第6期； 3、《社会科学新哲学》（合译，其中独译第5章和结语，约5.5

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4、《<人类性反应>提要》（翻译、提要、评论，2万字），载李银河主编《世界性学名著导

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科研项目： 1、《社会理论重点学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参与，执笔撰写2004年学科发展报

告； 2、《风险社会及其超越：“反身性”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之建构》，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课题，主持。 3、《全球主义批判

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排名第一）。 4、《现代风险社会学研究》，2006年上海市教委课题，主

持。 EXPERIENCES 1999.6－2005.11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in Xiangtan University 2005.11－

now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 Shanghai University EDUCATION 2001.9－

2004.7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GSCASS） Juris Doctor Degree, Sociology 

1996.9－1999.6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Xiangtan University Master of Philosophy Degree, Philosophy 1990.9－

1994.6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 Xiangtan University Bachelor of History Degree, History RESEARCH INTERESTS Social Theory 

Sociology of Knowledge Risk Society DISSERTATION Reflection vs. Self-Refutation：

On Reflexivity in Sociology,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in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SCASS）, 2004. PUBLICATIONS 1、

On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Diversified Meanings of “Reflexivity” and the Tension among Them, in The Academic Journal of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4

(3). 2、Reflexivity and Mannheimian paradox: An approach to sociology of relativism,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4(3). 

An Analysis of Several Issues of “Reflexivity”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Abroad, 2005(2). 3、From “Rationality vs. Non(Anti)-

rationality” to “Reflection vs. Self-

refut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adigms of diagnosing the difficulties of modernity in social theory, in Society, 2005(2). 

Reflexivity: a New Perspective of Diagnosing Modernity, in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2004(3). 4、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deological Theory of Marx and of Mannheim, in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2004(2). 

The Dilemma of Reas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in Foreign Sociology, 2003(4-5). 5、

On the Kerne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System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hinese History, in Tangdu Journal, 2003(2). 6、



On Durkheim’s Anthropological Study and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i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004(2). 7、

Sociology’s Hegemony Complex, in Society, 2004(8). 8、Social Theory: its Issues, Paradigms and Trends, in Social Theory, 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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