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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会 序

12月9日晚 (19:00-21:10)

理事会议

时间 议程

19:00-21:10

主持人： 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怀 教授

地 点： 腾讯会议室 (ID：188-657-903）

19:10-19:30

发言人：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王春光 研究员

内 容：学习党的二十大乡村振兴相关论述

19:30-19:50

发言人：中会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张浩 研究员

内 容：传达中国社会学会关于专业委员会规范管理的通知

19:50-20:10

发言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钟涨宝 教授

内 容：2022社会学年会农村社会学分论坛情况

20:10-20:30
发言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尹广文 副教授

内 容：2022年专委会年会筹备情况

20:30-20:50
发言人：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李伟 教授

内 容：2023年专委会年会承办单位介绍情况

20:50-21:10

发言人：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王春光 研究员

内 容：理事增补情况说明及2023年工作计划

会议技术及记录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尹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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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上午 (8:50—11:40)

开幕式及大会主旨报告

8:50-9:40

主 持 人： 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怀 教授

地 点： 腾讯会议室（ID：557-760-338）

9:00-9:40

1.领导致辞（每人10分钟）

西北师范大学校长 刘仲奎 教授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 陈光金 研究员

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王春光 研究员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张润君 教授

2.线上合影

9:40-11:40

主 持 人： 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王春光 研究员

地 点： 腾讯会议室（ID：557-760-338）

9:40-10:00

报 告 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

陈光金 研究员

报告题目：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10:00-10:20

报 告 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张翼 研究员

报告题目：社会转型与治理现代化

10:20-10:40

报 告 人：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周飞舟 教授

报告题目：城乡关系的历史实践与城乡融合发展

10:40-11:00

报 告 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

毛丹 教授

报告题目：建国初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形构

11:00-11:20

报 告 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安徽大学讲席教授

刘少杰 教授

报告题目：数字乡村建设悬浮的成因与对策

11:20-11:40

报 告 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蔡禾 教授

报告题目：农村基层组织的财政能力及其面临的挑战

会议技术及记录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邢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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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下午（14:00-16:20）

会议平行论坛1：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

14:00-16:20

主 持 人：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

云南大学特聘教授

谢寿光 教授

地 点： 腾讯会议室（ID:858-242-528）

14:00-14:20

报 告 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杨典 研究员

报告题目：县域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振兴

14:20-14:40

报 告 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赵晓峰 教授

报告题目：超级村庄变迁与农民自发城镇化

14:40-15:00

报 告 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潘泽泉 教授

报告题目：城乡发展的时空逻辑及中国实践

15:00-15:20

报 告 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郭占锋 教授

报告题目：生活伦理、妇女参与和乡村建设

15:20-15:40

报 告 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琪瑛 副教授

报告题目：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15:40-16:00

报 告 人：米兰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李霜宁 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遗产保护的新日常生活:界首村的空间与社会

16:00-16:20

报 告 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饶宇轩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情感的表达，还是工具性交换：近年来乡村社会的人情流变

会议技术及记录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张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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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下午（14:00-16:20）

会议平行论坛2：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14:00-16:20

主 持 人：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王文棣 教授

地 点： 腾讯会议室（ID:539-435-983）

14:00-14:20

报 告 人：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

叶敬忠 教授

报告题目：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农政转型

14:20-14:40

报 告 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李黎明 教授

报告题目：日本乡村现代化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14:40-15:00

报 告 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孙新华 副教授

报告题目：社区型农业现代化：中国式道路

15:00-15:20

报 告 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吴丽娟 讲师

报告题目：制造自觉：乡村工业发展的劳动控制研究

15:20-15:40

报 告 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王振杰 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文化交融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变迁与振兴

15:40-16:00

报 告 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田晨曦 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旅游内生型传统村落的终结与空间转型研究

16:00-16:20

报 告 人：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赵欣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会议技术及记录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保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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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下午（14:00-16:20）

会议平行论坛3：乡村振兴与社会政策

14:00-16:20

主 持 人：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钟涨宝 教授

地 点： 腾讯会议室（ID：410-559-172）

14:00-14:20

报 告 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

田毅鹏 教授

报告题目：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内涵及其表现形态

14:20-14:40

报 告 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卢晖临 教授

报告题目：中国扎根城镇化的制度文化基础与历史路径

14:40-15:00

报 告 人：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陆益龙 教授

报告题目：转型中国农村社会学的转型

15:00-15:20

报 告 人：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林聚任 教授

报告题目：中国本土特色农村社会研究主要取向与创新发展

15:20-15:40

报 告 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邢成举 教授

报告题目：论政策变革、治理转型与项目制的终结

15:40-16:00

报 告 人：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

李升炜 副教授

报告题目：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干部工作策略的SWOT分析

16:00-16:20

报 告 人：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孟爽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创业政策与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行为：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会议技术及记录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王慧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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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下午（14:00-16:20）

会议平行论坛4：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14:00-16:20

主 持 人：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索端智 教授

地 点： 腾讯会议室（ID：387-822-261）

14:00-14:20

报 告 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贺雪峰 教授

报告题目：通过城乡差异通向共同富裕

14:20-14:40

报 告 人：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贵州民族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孙兆霞 教授

报告题目：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资源的可能性研究

14:40-15:00

报 告 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聂建亮 副教授

报告题目：村庄社会结构与村域共富实现路径

15:00-15:20

报 告 人：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张笑会 副教授 段清健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关于农民主体性的讨论——基于理论与历史双重视角

15:20-15:40

报 告 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梁哲 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项目进村”何以落地

15:40-16:00

报 告 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崔冠云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乡村振兴视角下京津冀地区农村经济与环境污染研究

16:00-16:20

报 告 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颜羽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农村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

会议技术及记录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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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下午（14:00-16:20）

会议平行论坛5：乡村振兴与和美乡村

14:00-16:20

主 持 人：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

周亚平 教授

地 点： 腾讯会议室（ID：338-848-072）

14:00-14:20

报 告 人：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卢春天 教授

报告题目：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

14:20-14:40

报 告 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赵文龙 教授

报告题目：“和美”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来自一个村庄的观察

14:40-15:00

报 告 人：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晓蓓 副教授

报告题目：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研究

15:00-15:20

报 告 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侯顺斌 讲师

报告题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社会融入与社区治理

15:20-15:40

报 告 人：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王晓磊 讲师

报告题目：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

15:40-16:00

报 告 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郭雨晨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人口老龄化与乡村振兴：掣肘抑或良性互动

16:00-16:20

报 告 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徐强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生活环境主义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困境探究

会议技术及记录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何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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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下午（14:00-16:20）

会议平行论坛6：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

14:00-16:20

主 持 人：中会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张浩 研究员

地 点：腾讯会议室（ID：182-854-686）

14:00-14:20

报 告 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符平 教授

报告题目：迈向乡村振兴的引领型融合治理

14:20-14:40

报 告 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董磊明 教授

报告题目：从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乡村治理形态的嬗变

14:40-15:00

报 告 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狄金华 教授

报告题目：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15:00-15:20

报 告 人：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崔耀鹏 助理研究员

报告题目：锻造引领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15:20-15:40

报 告 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杜鹏 副教授

报告题目：包容性激励：乡镇人事结构分化与治理效能反思

15:40-16:00

报 告 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褚庆宜 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社会治理伪创新的政社关系研究——基于浙东T镇的考察

16:00-16:20

报 告 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李卓航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如何有效形塑政治认同？

会议技术及记录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 李艺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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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下午（14:00-16:20）

会议平行论坛7：乡村振兴与数字治理

14:00-16:20

主 持 人：兰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唐远雄 教授

地 点：腾讯会议室（ID：124-950-699）

14:00-14:20

报 告 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马良灿 教授

报告题目：是“空心化”还是“空巢化”？——当前中国村落社会存在形态

及其演化过程辨识

14:20-14:40

报 告 人：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

李君甫 教授 李泽锡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农村转型中本地与外来民宿企业家的双向学习

14:40-15:00

报 告 人：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徐婧 副教授

报告题目：电子商务赋能农户增收的机制及效应研究

15:00-15:20

报 告 人：山东省委党校应急管理培训部

聂召英 讲师

报告题目：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供需问题研究

15:20-15:40

报 告 人：北京市委农工委党校

王弢 副教授

报告题目：县域智能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行动路径

15:40-16:00

报 告 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文宇 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乡村数字治理的演进径路：从赋能到使能

16:00-16:20

报 告 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李轶星 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数字乡村治理：关键问题、分析框架与实践路径

会议技术及记录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李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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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下午（14:00-16:20）

会议平行论坛8：乡村振兴与后脱贫攻坚

14:00-16:20

主 持 人：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刘荣 教授

地 点：腾讯会议室（ID：655-926-980）

14:00-14:20

报 告 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陈文江 教授

报告题目：脱贫攻坚对乡村社区治理的特殊效益

14:20-14:40

报 告 人：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蒋国河 教授

报告题目：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经验传承与衔接转变

14:40-15:00

报 告 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张开云 教授 王亚影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研究

15:00-15:20

报 告 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宋帮福 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村庄易地迁移的社会基础和动员逻辑

15:20-15:40

报 告 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康宇兰 博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精英带动：生态移民村落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探索

15:40-16:00

报 告 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董思琦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回迁安置社区“三驾马车”运行机制现状及对策研究

16:00-16:20

报 告 人：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祖小朵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特色小镇巩固脱贫成果与发展路径研究

会议技术及记录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 罗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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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下午（14:00-16:20）

会议平行论坛9：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

14:00-16:20

主 持 人：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任文启 教授

地 点：腾讯会议室（ID：387-150-785）

14:00-14:20

报 告 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张顺 教授

报告题目：代际教育流动对中老年父代心理健康的影响

14:20-14:40

报 告 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

田北海 教授

报告题目：儿童陪护负担会抑制回流女性的非农就业吗？

14:40-15:00

报 告 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胡那苏图 副教授

报告题目：欠发达地区“半农半牧家计”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15:00-15:20

报 告 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巨浪 讲师

报告题目：偏房里的主人：阿拉善沙漠聚落的空间生产研究

15:20-15:40

报 告 人：商丘师范学院法学院

张慧敏 助教

报告题目：百年回望：乡村建设运动的现实启示

15:40-16:00

报 告 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邱杰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配偶对中国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6:00-16:20

报 告 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陈雨蒙 硕士研究生

报告题目：返回何处是为乡？第一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差异化研究

会议技术及记录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朱露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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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嘉宾名单

(按姓氏拼音排序)

序号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1 蔡禾 教授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2 陈光金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3 陈文江 教授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4 崔耀鹏 助理研究员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

5 狄金华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6 董磊明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7 杜鹏 副教授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8 符平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9 郭占锋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10 贺雪峰 教授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11 侯顺斌 讲师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12 胡那苏图 副教授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13 蒋国河 教授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14 巨浪 讲师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15 李怀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16 李伟 教授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17 李君甫 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

18 李黎明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9 李升炜 副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20 李晓蓓 副教授 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1 林聚任 教授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22 刘仲奎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

23 刘荣 教授 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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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刘少杰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25 卢春天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6 卢晖临 教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7 陆益龙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28 毛丹 教授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

29 马良灿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30 聂建亮 副教授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学系

31 聂召英 讲师 山东省委党校应急管理培训部

32 潘泽泉 教授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3 任文启 教授 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4 索端智 教授 青海社会科学院

35 孙新华 副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36 孙兆霞 教授 贵州民族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37 田北海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38 田毅鹏 教授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39 唐远雄 教授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40 王春光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41 王文棣 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42 王琪瑛 副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43 王弢 副教授 北京市委农工委党校

44 王晓磊 讲师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45 吴丽娟 讲师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46 谢寿光 教授 中国社会学会、云南大学

47 邢成举 副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48 徐婧 副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49 杨典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50 叶敬忠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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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尹广文 副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52 钟涨宝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53 张浩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54 张润君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55 张开云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56 张顺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57 张笑会 副教授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58 张翼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59 赵文龙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60 赵晓峰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61 周飞舟 教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62 周亚平 教授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63 张慧敏 助教 商丘师范学院法学院

64 褚庆宜 博士研究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65 康宇兰 博士研究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66 李霜宁 博士研究生 米兰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67 李轶星 博士研究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68 梁哲 博士研究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69 宋帮福 博士研究生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70 田晨曦 博士研究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71 王振杰 博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72 文宇 博士研究生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73 陈雨蒙 硕士研究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74 崔冠云 硕士研究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75 董思琦 硕士研究生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76 郭雨晨 硕士研究生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77 李文轩 硕士研究生 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第 15页

78 李卓航 硕士研究生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79 孟爽 硕士研究生 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80 邱杰 硕士研究生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81 饶宇轩 硕士研究生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82 徐强 硕士研究生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83 颜羽 硕士研究生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84 赵欣 硕士研究生 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85 祖小朵 硕士研究生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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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校况

【办学历史】西北师范大学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同建

设的重点大学。其前身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发端于1902年建立的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12年改为“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

年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北平

师范大学与同时西迁的国立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共同组成西北联

合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体改组为西北联合大学下设的教育学

院，后改为师范学院。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改

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1年迁往兰州。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西

北师范学院继续在兰州办学。同时，恢复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

范大学）。1958年前学校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6所重点高师院校之

一，1958年划归甘肃省领导，改称甘肃师范大学。1981年复名为西

北师范学院。1988年定名为西北师范大学。2020年被列为甘肃省人

民政府支持进入国家一流大学建设行列的省属高校。

【党的建设】学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统领工作全局，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全过程，

不断提升学校党建工作质量。目前，学校党委下设30个二级党委，

2个党总支，1个学生社区党工委；设党支部302个，其中在职教职

工党支部112个，离退休教职工党支部30个，学生党支部160个；设

学生社区功能性党支部80个。共有共产党员6234人，其中教职工党

员1820人，离退休职工党员628人，学生党员37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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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1985年，教育部依托学校设立了教育部直属的、

高等院校建制的“西北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与学校实行“两

块牌子、一套班子”两位一体的管理体制。1987年，国务院在学校

建立了“藏族师资培训中心”。2012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依托学

校设立“西北师范大学华文教育基地”。2020年，获批“国家教师

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和“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2021年，

获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学校现设26个二级学院（65个系、

3个教学部），3个孔子学院。现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个，

国家级研究院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2个，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基地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1个，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1个，教育部研究中心6个，教育

部创新团队2个，其他部级研究中心3个，甘肃省重点实验室5个，

甘肃省基础研究创新群体7个，甘肃省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

10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3个，省级联合实验室3个，省高校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7个，省高校新型智库5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3个，其他各类省级研究平台25个。

【人才培养】学校自独立设置以来，已培养各类学生28万余人。

学校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现有各类学生

39232人。其中，普通本科生17779人，博士研究生697人，硕士研

究生9468人，留学生366人，继续教育学生10922人。1992年起连续

六期实施本科教学改革工程，目前正在实施第七期工程。2003年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获得优秀；2008年教育部英语本科专业

评估获得优秀。2010年被评为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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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学校现有教职工2537人，正高级职称人员362人，

副高级职称人员828人，具有博士学位人员822人，具有硕士学位人

员915人。其中专任教师1650人，教授（研究员）323人，副教授（

副研究员）635人。博士生导师182人（含校外兼职导师29人），硕

士生导师1506人（含校外兼职导师654人）。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

者及项目入选69人次，省级人才称号获得者及项目入选204人次。

学校聘请了200余位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为特聘或兼职教授。

李蒸、黎锦熙、袁敦礼、董守义、李建勋、胡国钰、吕斯百、孔宪

武、常书鸿、陈涌、黄胄、彭铎、郭晋稀、李秉德、金宝祥、金少

英、南国农等著名教授先后在学校任教。

【学科专业】学校是国务院首批确定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三

级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现有教育学、化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

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美术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等1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博士1个专业博士授权类别；30个

一级学科硕士点，1个二级学科硕士点（不含一级学科覆盖点），

19个专业硕士授权类别。有2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1个省级

一流学科、36个省级重点学科。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进入ESI

全球排名前1%。9个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进入B类等次。有

81个普通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9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22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7个），已形成较为合理

的学位授权体系，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

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0个学科门类。

【科学研究】学校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历来重视产学研

结合。社会科学在中国古代文学、西北历史与地理、课程与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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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古籍整理、敦煌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优势突出、特色鲜

明。自然科学在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基础数学、原子与分子物理、

教育技术等领域研究深入，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被SCIE收录论文数量

和质量稳步提高，收录论文数居全国师范大学10位左右。学校获得

了一批高级别科研奖励，近年来共获省部级以上奖励630余项，其

中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11项（其中一等奖1项），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1项（

其中二等奖3项，终身成就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2

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二等奖1项，

省自然科学一等奖2项，其他省科学技术奖98项，省社科优秀成果

奖567项，省敦煌文艺奖38项。

【国际合作】学校注重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推进国际化发展

战略。与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美国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苏丹

喀土穆大学、英国胡弗汉顿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香港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国

外及港澳台地区高校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与海外70多

所科研机构签订了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在学生联合培养、教师互

访、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目前，学校已与苏丹喀土穆

大学、摩尔多瓦自由国际大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萨拉热窝大

学分别合作建立孔子学院。

【社会服务】学校充分发挥区位办学优势，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智库服务、教育培训、成果转化、教

育资源输出、文化资源开放为主要内容，不断促进开放办学，拓展

社会服务空间，为甘肃乃至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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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办学】学校建有附中、二附中、附小和幼儿园，均为甘

肃省和兰州市示范性学校，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是学校教育教学

改革的窗口学校和教育实习基地。

【办学条件】学校具有良好的办学条件。校本部占地面积834

亩，新校区占地面积541.8亩、生态实训基地2272.5亩。校舍总规

划建筑面积99.79万平方米，其中各类教学及辅助用房30.5万平方

米。各类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50680.64万元，各类文献资源

403.85万余册。学校推进集“统一数据标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

信息门户、统一数据交换”于一体高标准“智慧校园”信息化平台

建设，以信息技术赋能教育革新，致力于发展以服务育人为导向的

高水平教育信息化综合体系。

【办学定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坚守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社会

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秉承“知

术欲圆、行旨须直”的校训，弘扬“爱国进步、诚信质朴、艰苦奋

斗、自强不息”的西北师大精神，践行“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

办学理念，致力于建设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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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简介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于2012年6月，由

西北师范大学原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系发展而来。学院现有社会学、社会工作、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

保障四个本科专业，涉及管理学、法学2个学科门类。有西北地方

治理1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社会学、公共管理2个一级硕士学位授

权学科，公共管理硕士（MPA）、社会工作硕士（MSW）2个专业硕

士学位授权点。学院现有教职工70人，专职教师52人，其中教授15

人，副教授23人，讲师13人，博士学位获得者32人。其中，3名教

授为甘肃省“333”、“555”科技工程创新人才，1名教授为甘肃

省第一层次领军人才，1名教授为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

人才，1名教授为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4名教授为甘肃省

第二层次领军人才，1名教授当选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学院还聘请校外专家学者30余人为兼职教授，

学院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471人，各类研究生近500人。

学院建有民政部“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基地”、全国妇联“

妇女/性别研究基地”和甘肃省“西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地方治

理研究中心”等3个省部级研究中心/基地，建有5个校内科研机构，

2个高校/地方政府合作共建机构，28个省内外专业实习基地，为学

生搭建了完善的实务实践平台和创新创业基地。

学院深入持续贯彻“人才强院，科研兴院”和“人人参与，和

谐发展”的办院理念，坚持为甘肃及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进一步突出办学特色，以“追求卓越、创造价值”为宗旨，以学科

建设为引领，以专业建设为基础，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制度

规范为保障，以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社会能力提升为目标，做强基

础理论学科，做实应用性学科，不断提高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的能

力，向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型学院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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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学科简介

一、学科概况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学科设有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本科专业，

1个社会学硕士专业授权点，1个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授权点。1998年，

社会学硕士专业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是当时西北地区第

一个社会学硕士学位授权点。2002年至今一直是甘肃省省级重点学

科。2011年获社会学一级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设社会学、人口学、

人类学三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 “西北地

方治理”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于2001年

开始招生，社会学本科专业2021年开始招生，2009年获全国首批社

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010年开始招生。

本学科现有专业教师30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5人，讲师

2人。其中，硕士生导师28人，占比93.33%，博导4人，占比12.90%。

90%以上的教师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兰州

大学、上海大学、河海大学等985、211高校。2010年以来，社会学

专业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3项，发

表论文200多篇，举办参与国际和国内社会学专业学术会议20多次。

截止2022年，本学科已培养社会学专业毕业研究生230人。在

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毕业论文评阅优秀率达到25%以上，

2015年以来获省级优秀硕士论文6篇。毕业生中有70名同学考取全

国著名大学博士研究生继续深造，比例保持在20%以上。这些学生

由于良好的科研潜质和优良的道德品质，得到博士生导师的普遍赞

赏，已在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成长为学术骨干。80%的毕业生在西

北地区或西部条件艰苦地区就业。毕业研究生中晋职教授20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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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50人、博士生导师5人，厅级干部1人、处级干部12人，有1人

担任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1人担任

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有8人担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

二、学科沿革

1998年创建社会学硕士学位点，该专业成为当时西北地区唯一

的社会学硕士专业布点。

1999年社会学硕士专业开始招生。

2001年社会工作专业创建并招收第一届社会工作专业学生。

2001年至今社会学专业被甘肃省教育厅连续批准为省级重点学

科。

2009年7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西北师范大学成为全国

首批33所具有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MSW）研究生招生资格的高

校。

2010年，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开始招生。

2011年社会学专业被教育部学位办批准为社会学一级硕士学位

授权点。

2014年依托中国史一级博士学位点设立 “西北地方治理”二

级学科博士点。

2020年被教育部批准获得社会学本科专业并开始招生。

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三、学科方向

我校社会学学科历经20余年的发展，“理论社会学”“应用社

会学”和“西北地方治理”等三个各具特色、相对稳定、联系紧密

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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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温馨提示

尊敬的与会代表：

感谢您拨冗参加本次研讨会！为确保您能有良好的线上会议体

验，我们有以下温馨提示：

（一）会议时间

为保障会议顺利进行，请大家严格遵守会议时间。

（二）发言准备

请您提前做好主持或报告的准备，并控制好发言时长。在发言

时间还剩余 2 分钟时，请主持人向报告人发出提醒。

（三）网络质量

请您提前调试好参会的电子设备，熟悉网络会议操作流程，保

证网络相对稳定。

（四）适宜环境

建议您选择室内或其他安静的环境，并设置会议统一背景。

（五）会议秩序

会议期间，请所有“参与者”保持麦克风静音。如果您希望向

发言人提问，在聊天框中留言即可，请勿刷屏。请腾讯会议室技术

保障人员做录播及会场秩序维持工作。

（六）其他

如有其他需要咨询，请与会务组联系。

联系人：尹广文 15209318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