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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

周葆华
- 复旦大学

王向民
- 华东师范大学

ｗww．whb．ｃｎ
２０18 年 1 月 14 日 星期日专版8 责任编辑/陈韶旭 csx@whb.cn

上海年度社科新人揭晓2017

胡湛
- 复旦大学

Y

治学感言

我的研究聚焦于人口发展与社会政
策， 这是一个要求 “顶天立地” 的研究
领域， 既要 “读万卷书” 以究天人之际、
穷公理学说， 也要 “行万里路” 以通国
情民生、 察风土之变。 我很幸运地遇到
了一个优异的跨学科团队， 离开了我的
团队， 我几乎无从面对我的研究。 在这
里， 我想谢谢他们。

胡湛是人口老龄化和家庭政策研究

领域具有一定建树的青年学者。 他以跨

学科实证研 究 为 主 要 学 术 特 色 ， 近 年

来在以整体 性 治 理 为 视 角 的 人 口 老 龄

化研究 、 以 人 口 转 变 和 社 会 转 型 为 出

发点的家庭 变 迁 及 家 庭 政 策 研 究 、 以

人口态势为 基 础 的 中 国 社 会 政 策 研 究

范式研究等领域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

彭希哲
- 推荐人

胡湛近年来在人口老龄化、 家庭变

迁及家庭政策、 社会政策研究范式及方

法论研究等方面皆有重要贡献。 他的学

术成果已在一系列权威学术刊物发表，
如 《中国社会科学》、 《社会学研究》、
《 人 口 研 究 》 、 《 公 共 管 理 学 报 》 、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等， 这些论文被 《新华文

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等知名报

刊多次转载。
作为青年学者， 胡湛已是复旦大学

多项重要研究项目的核心人员和顶梁柱。

张乐天
- 推荐人

刘建军
- 推荐人

胡湛自 2013 年起主持构建 “中国

人 口 展 望 （China Population Prospect，
CPP）” 数据库 ， 已形成系统且内部逻

辑一致的人口历史数据来源并提供对未

来人口走势的精细化预测， 为学界提供

了开放性和前瞻性的优质学术资源。 他

还自 2010 年起参与运作并自 2016 年起

主持 “中国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跟踪调

查 （FYRST）”， 以 1980-1989 年出生人

口 （简称 80 后） 为跟踪主体， 在学界

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刘欣
- 推荐人

Y

Y

Y
胡湛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 获得教

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上

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

项较高层次的奖励， 拥有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要科研项

目的研究经验， 还参与或负责过多份重

要政策咨询报告的撰写， 已受到学界的

较多关注。
胡 湛 的 研 究 工 作 大 多 涉 及 多 学 科

的交叉与综合 ， 具 有 鲜 明 特 色 和 明 显

创新 ， 同时也都 是 适 合 国 家 需 求 的 前

沿问题。

Y

仇鹿鸣
- 复旦大学

治学感言

治学从实证入手， 非考据不得为史
学， 思考从全局着眼， 无贯通不足称学
问。 不追求预流的学问， 让自己的学问
变得预流。

仇鹿鸣博士是近来中古史领域中涌

现出来的优秀青年学者， 著作获得学界

广泛的好评， 范兆飞在 《中国史研究》
上撰写长篇书评评价其著作 《魏晋之际

的政治权力和家族网络》 “是近二十年

来中国学界在魏晋政治史研究领域极为

重要的学术收获”， 出版后在短时间内

已五次重印 ， 对于一 本 纯 学 术 著 作 而

言， 实属罕见。
仇鹿鸣博士也是国内历史学界青年

学者中相当活跃的一位， 组织、 参与大

量学术活动 。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
曾围绕其对中古士族的研究进行过封面

访谈， 《文汇学人》 也曾在 “上海学术

界： 年轻的色彩” 专号中加以介绍。
仇鹿鸣博士好学深思， 对待学问态

度的严谨认真， 视野广阔， 从传统的文

献整理到海外汉学等诸方面， 皆有涉猎，
擅长从常见材料中读出新意， 颇具巧思。

姜义华
- 推荐人

孙亮
- 华东师范大学

Y

治学感言

近年来， 我一直饱含兴致地对哲学
文本进行习古斋院式的研习， 设想在概
念的丛林中绘制观照现实的思想图景。
具体述之， 用力最多当属 《资本论》 及
其手稿， 并跟踪国外激进左翼前沿， 吸
收其中的思想养料， 力求扎扎实实地构
建出马克思在思想史中的原像， 化解其
中的思想纷争， 窥其内核， 激活其在当
代出场的力量。

胡伟、 陈卫平
- 推荐人

孙亮 在 国 内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研 究

领域中成果迭出 ， 其中 《重 审 马 克 思

的阶级概念 》 一书目前被 土 耳 其 出 版

公司积极策划将以英文版在海外出版。
《超越后殖民理论》 译著也被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再版。
他治学既重视马克思的文本基础领

域， 又勇于跟踪与开启新的研究视域，
近些年他立足德文版资本论文本研究，
试图厘清一些争议较大的论题， 并以拜

物教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 方 法 论 为 原

则， 追踪了一系列基本概念在马克思思

想中的使用频次及其内涵。

鲍晓华
- 上海财经大学

Y

治学感言

经济学者应当致力于 “顶天立地”
的研究 。 所谓顶天 ， 是要不断追踪国
际学术的理论和技术前沿。 所谓立地，
则是要有问题导向 。 纷繁复杂的国际
经济环境给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带来了
新问题 ， 我们应该去发现 、 解释和解
决这些重大问题 ， 献策于经济发展的
中国方案。

鲍晓华治学严谨， 在非关税贸易壁

垒 （反倾销和技术性贸易壁垒） 等领域

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创新成果。 她在

国际经济学顶级期刊发表 SSCI 论文 5
篇， 国内权威刊物发表论文 7 篇。 她主

持国家级课题 4 项 （自科课题 3 项、 社

科课题 1 项）， 省部级课题 7 项。 对接

国家地方重大需求， 她积极参与决策咨

询研究。 主持和参与了与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TPP 战略和 “一

带一路” 倡议等有关的研究课题。 作为

参与人获得过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

奖一等奖。

靳玉英
- 推荐人

Y

治学感言

政治学是一门审慎的学问， 一头承
继着人文的价值判断， 一头连缀着社会
科学的经验实在。 因此， 历史与现实、
中国与世界之间， 研究者需要不断地平
衡与反思。 同时， 政治学又是好玩的，
像秘境探险， 层峦叠嶂， 峰回路转， 让
研究者用文字 “造房子”。

王向民具有很强的学术创新能力，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理论， 在社会

组织治理与公共事件经验领域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学术成果突出。
王向民 40 岁以前获得教授与博导

资格， 这在文科教师中尚不多见。 他治

学严谨， 理论视野开阔， 主要学术创新

和贡献在于从思想史与田野经验的角度

建构出基于中国经验的国家理论。 他的

《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 对民国时期

中国的学科知识与国家转型进行了扎实

研究， 成为中国政治学史的必读文献；
他将中国的社会组织治理 纳 入 到 “威

权-民生” 的分析框架中， 这一基于传

统中国与中国经验的理解突破了主流的

“国家-社会” 分析范式； 他将当地中国

的国家形态界定为治理型国家， 突破了

西方政治学的 “极权-威权-民主 ” 的

国家形态类型。 这些观点引起学界较大

的影响和较多的讨论。

童世骏
- 推荐人

Y

治学感言

学术研究是艰辛的智识之旅， 也有
火花绽放与脑力激荡的愉悦体验。 我认
为， 好的研究应当以问题意识为先， 以
理论创新为旨， 以关怀社会为核， 以激
荡思想为翼。 无论质化、 量化， 皆应与
理论环环相扣， 生发基于逻辑、 富于生
命的研究 ， 在历史与比较 、 数据与思
想、 技术与人文之间穿梭交织， 不断激
发社会科学的想象力。

周葆华一直以来以严谨扎实的态度

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 研究， 特别是

在新媒体传播、 受众与传播效果、 舆论

研究等领域做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

研究成果 。 他 在 国 内 外 学 术 期 刊 发 表

50 多 篇 论 文 （包 括 5 篇 SSCI 论 文 ） ，
主持近十项省部级以上课题， 曾连续四

届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其中连续三次获得一等奖）、 教育部人

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学术奖项。

黄瑚
- 推荐人

周葆华不但学术成果丰硕， 而且在

教学 、 社会服务等方面也 具 有 优 异 成

绩 。 他 兼 任 世 界 舆 论 学 会 （WAPOR）
年会共同主席、 学术委员会委员， 亚洲

舆论学会 （ANPOR） 理事 、 年 会 学 术

委员会委员， 亚洲舆论学刊 （AJPOR）
编委， 国际传播学会 （ICA） 前会共同

主席， 以及八本国际一流 SSCI 期刊的

编委或评审委员， 充分展现了他的学术

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Y 陈玉刚
- 推荐人

Y

治学感言

法学研究者在探求司法体制原理和
追寻程序法治路上， 应更加注重切实观
察中国刑事诉讼的实证现状， 运用交叉
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来分析中国一线执法
者和司法者的认知逻辑、 行为模式和决
策机制； 也需要在引介域外比较法经验
的过程中， 更加强调对域外制度环境、
结构、 文化的比较法社会学考察。

季卫东
- 推荐人

林喜芬在问题导向学科交叉的前沿

开展关于脑神经认知科学与刑事司法的

研究， 创新志趣十分可嘉。 他的教学效

果也很好， 多次获得最受欢迎教师奖。
他的社会服务精神很强， 在司法实务机

关挂职和兼职 ， 担 任 学 术 团 体 职 务 之

余， 还为公共决策做了出色贡献。

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主办的 “上海年度社科新人 （2017）” 评选活动自 2017 年 10 月启动， 经专家

个人推荐以及有关学会和单位推荐， 共有 64 位青年学者被推荐为候选人， 经组织学科专家组初审以及

评审委员会终审， 最终有 7 位学者被评为 2017 年度 “上海社科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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