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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学士，
1987年历史学系硕士，2005年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社会学系博士，同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 

一、主要承担课程 

1、 博士生课程：学科前言文献导读 

2、 研究生课程：生育与死亡分析、理论与方法的整合、高级统计技术 

3、 本科生课程：社会统计分析与数据处理技术、社会调查方法、论文写作 

二、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人口学、社会家庭学、社会统计学。目前，她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1）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福利问
题；（2）公共政策和社会变迁对个体、家庭的影响。她关注个体和家庭是如何应对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人口转变
的；宏观层面的变化如何重构个体赖以生存的家庭结构的；个体和家庭对公共领域变化的解读和回应策略又是如何反
作用于社会变迁的。 

三、主要在研课题（主持人） 

（1） “Local Variations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Ford 
Foundation，2007-2009） 

（2） “Family Change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What Can China Learn from Japan?”
（Sumitomo Foundation，2008-2009） 

（3） “Demographic Change and Poverty of the Elderly in China.”（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2007-2009） 

（4） “中国流动人口研究”（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2008-2010） 

（5）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指标体系构建”（国家人口计生委课题,2009-2009） 

（6） “不同生育政策环境下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和谐社会建设关系研究”（教育部课题，2009-2009） 

（7） “湖北宜昌地区二孩生育政策政策研究”（福特基金课题，2008-2009） 

（8） “两性失衡与社会稳定”（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2008-2010） 

（9） “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与生育水平关系研究”（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两个子课题[“意愿与行为的悖
离”、“长阳、五峰二孩生育政策实证研究”]负责人，2009-2011） 

四、主要科研成果（近3年） 

（1）在《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社会学研究》、《人口研
究》、《人口与发展》、《学海》、《探索与争鸣》、《中国人口科学》、《人口与经济》、《人口学刊》、《妇女
研究论丛》等杂志独立发表论文数十篇；参与了多部著作的撰写； 

（2）出版中英文专著两部：《生育政策与儿童福利》（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Beyond Birth Control: 
Fertility Policy and Children’s Wellbeing in Transitional China(VDM Verlag Dr. Muller, 2008) ； 

（3）教材一本：《社会统计分析与数据处理技术——Stata统计软件的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4）即将出版著作2部：《人口转变与老年贫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
比关系研究》（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09年）。 

五、国际交流 

杨菊华注重国际交流，与美、德、韩、日、中国台湾多位教授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每年都会参加美国的社会学
年会或人口学年会，并应邀出席其他多个专题会议、工作会议，等等。目前担任“东亚社会调查”2010年“健康主题
调查”的中方负责人。 
Juhua Yang’s is a Professor of Demography at the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Demography, Rennin University of China. Her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social wellbeing and its articulation with 
social change (e.g., population change, social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pecifically, she is interested 
in the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nal migration (e.g., the wellbeing of the family and individuals involved), 
gender inequality throughout individuals’ life course, and policy issues in China. Broadly, she asks how individuals 
respond to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at the macro level; how macro change may reshape household contexts where 
individuals are embedded and interact. Four on-going projects illustrate her research interests. The first explores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the second examines migration and 
associated implications for the well-being of family members and households in China; the third assess how family change 
and access to public welfare may affect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by comparing China and other East Asian societies, 
and the last investigates the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change on poverty among the elderly in the era of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