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吉林大学社会学是我国社会学重建过程中较早建立的

学科。我校 2003 年获得社会学博士授予权，2005 年获得人

口学博士授予权，2010 年获得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

吉林大学社会学是东北地区社会学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

中心。多年来，吉林大学社会学学科学习借鉴国内外社会学

建设的经验，形成了符合自身特色的学科发展定位和总体目

标，即以理论创新为本，方法建构为用。

（二）学科建设情况

本学科立足我国社会发展背景，立足东北区域，围绕城

乡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发展社会学、人口学

等研究方向致力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和优势。2017 年，社会学作为支撑学科，获得国家双一流学

科建设专项支持；2019 年入选国家首批社会学一流专业；

2020 年入选国家社会工作一流专业。

（三）建设目标

吉林大学社会学学科学位点始终以“培养高水平的社会

学理论和实证研究人才”为核心任务。为顺应国际和国内形

势的变化，为充分反映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以及社会发展在

各个方向和各个层次的人才需求，为适应新世纪和新时代对

社会学高级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和挑战，本学科学位点人才

培养目标确定为三种人才培养类型，即学术型人才、应用型

人才和通用型人才。其中，学术型人才培养具有社会学国际



视野和高深学术造诣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高级人才。

应用型人才培养适应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需要的高素质的

应用人才。通用型人才目标为社会建设、理论宣传、公共管

理等各行各业输送优秀人才。

（四）学位点二级学科布局情况和优势特色

本学位授权点学科方向和特色如下：

1.城乡社会学。城乡社会学不是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

学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城乡关系转型为中轴的一系列研究议

程与理论构想，探寻中国城市化和城乡关系调整的现实经验

和理论创新，探索破解城乡不平衡发展的实际难题和实践挑

战，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现实和理

论问题。

2.文化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研究一直是吉林大学社会学

系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形成了以邴正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

学术梯队，其学术研究除关注西方文化社会学有关理论流派

的最新演化之外，还特别注意从长时段角度分析东北文化从

古至今的发展轨迹，既注重揭示东北文化的边疆性、民族性

等地域文化特性，也强调研究建国以来在单位体制下东北城

乡文化不同演化趋向，在当前特别注重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社会转型及东北振兴的文化支撑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

3.组织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研究方向关注多元组织形态

及其变迁过程，研究对象包括传统家族及村落组织、现代科

层组织（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网络平台组织等多元组

织形态，聚焦作为协作系统的组织结构分析和作为行动者的



组织行为分析，在实证研究中揭示组织形态及其变迁的机制

和影响。

4.发展社会学。本研究方向主要以中国现代化和东亚社

会发展为研究重点，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的

角度，对人类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进程展开具

体的实证性研究。研究除关注当代学术界有关社会发展和现

代化的基本理论问题之外，充分发挥吉林大学的地缘特点，

将研究重点放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和改造问题上，以

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5.人口学。本学科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即已开展人口学

方向的学术研究，是我国较早开展人口学研究的高校。多年

来，围绕我国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结合联合国人口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组织开展了多项大型社会调查，

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我国人口学的理论体系。目前学的研究

方向和研究重点突出，围绕着我国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突出

的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如人口老龄化问题、婚姻家庭问题、

人口与社会保障问题等。人口学研究方向在做好基础研究的

同时，依靠东北亚研究院的科研资源优势，积极开展跨学科

的交叉研究，在区域人口发展、区域产业结构、区域相对资

源承载力等领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二、师资队伍

2021 年，社会学学位点共有专职教师 34 人，其中，教

授 15 人，副教授 14 人，讲师 5 人。博士生导师 16 人，硕

士生导师 27 人。所有教师均拥有博士学位，多名教师参与



海外知名高校联合培养或具有海外交流学习经历。本学位点

教师队伍学历层次较高、年龄结构合理、职称结构均衡。

本学位点形成了城乡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文化社会学、

组织社会学和人口学五个科学方向，研究队伍结构合理，研

究成果丰富。其一，城乡社会学。学术带头人：田毅鹏，教

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学会

副会长、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宝钢优

秀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马工

程”首席专家。其二，发展社会学。学术带头人：张金荣，

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社会学会副秘书长。其三，文化

社会学。学术带头人：邴正，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社会

学会中方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特

殊津贴、教育部跨世纪人才、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院长。其

四，组织社会学，学术带头人：崔月琴，教授，吉林大学匡

亚明特聘教授，现任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吉

林省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吉林省民政厅社会组织评估专

家。其五，人口学。学术带头人：王晓峰，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老年学会副会长、吉林

大学人口所所长。

三、人才培养

（一）培养目标

系统学习中外社会学基本理论，掌握国内外社会学理论

演变和新动向，对国内外社会学发展与社会调查实践有较为



全面的研究和理解。具有较高的从事社会学专业的科研和教

学能力，具备到高校、科学研究部门、新闻出版部门、政府

或企业等决策研究单位从事相关工作的能力。

（二）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情况

2021 年，社会学学位点社会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招生 24

人，授予学位人数 14 人，人口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招生 6 人。

社会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招生 22 人，授予学位人数 17 人，人

口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招生 19 人，授予学位人数 15 人。研究

生培养规模较为合理，与学科点较为匹配，培养过程严格，

培养质量较高。2021 年，学位点毕业生主要进入党政机关和

高等教育单位工作，就业方向与学科点培养目标较为契合，

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较高。

（三）课程设置与教学

课程设置包括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教学培养环节包括

文献阅读、开题报告、教学实践、科研活动、社会实践、学

术活动、论文撰写、预答辩和正式答辩环节。

学位点课程设置情况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授课教师 授课语言

学生层

次

1 社会学理论 必修课 3.00 田毅鹏、吴海琳 中文 博士

2 社会学方法 必修课 3.00 王文彬,李文祥 中文 博士

3 应用社会学 必修课 3.00 张金荣,陈鹏 中文 博士

4 论文写作指导 必修课 1.00
田毅鹏,贾玉

娇,芦恒
中文 博士

5 文化社会学 选修课 2.00 邴正,刘威 中文 博士

6 社会政策 选修课 2.00 贾玉娇 中文 博士

7
高级社会统计

学
必修课 3.00

王文彬,董运

生,祁静
中文 硕士

8 发展社会学 必修课 3.00
田毅鹏,贾玉

娇,张帆
中文 硕士



9 现代社会理论 必修课 3.00 吴海琳,秦振兴 中文 硕士

10 社会研究方法 必修课 3.00
李文祥,董运

生,王文彬
中文 硕士

11 社会分层研究 选修课 2.00 董运生,祁静 中文 硕士

12
社会学原理专

题研究
选修课 2.00 张金荣,张帆 中文 硕士

13
婚姻家庭社会

学
选修课 2.00 郑南,李全鹏 中文 硕士

14 全球社会学 选修课 2.00 李全鹏，郑南 中文 硕士

15
社会工作伦理

与公益社会学
选修课 2.00 刘威，曹洋 中文 硕士

16 人口理论 必修课 1.50 王晓峰 中文 博士

17
人口、资源与

环境理论
必修课 1.50 侯建明 中文 博士

18
高级人口统计

学
必修课 1.50 杨雪 中文 博士

19 人口社会学 必修课 1.50 许世存,韩丹 中文 硕士

20 人口经济学 必修课 2.00 邱红 中文 硕士

（四）培养质量、研究生代表性成果等

在培养质量上，以“深化教学科研改革，持续提升教学

质量”为目标，不断完善适应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需求的质

量保障体系。具体包括：

1.课程学习实行基础课程统一考试或专题论文撰写，并

设立学位课程不合格重修制度。

2.开题选题实行集体把关，博士和硕士论文开题需进行

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可行性将进行集体审核。

3.中期考核进行综合考核，对研究生的课题进展及综合

表现进行考核，确保优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4.毕业答辩建立严格的科研成果及毕业论文审查制度，

实施预答辩和正式答辩，形成论文答辩的淘汰机制。

5.完善教学质量报告制度，以客观反映办学质量现状。

6.设立社会学研究生学术指导小组及研究生实践教学



指导小组，建立健全学科学位委员会与研究生教学委员会的

工作机制和规章制度。

2021 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共发表论文 20 余篇，如高

旸：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策略选择与行动表现分析——以 W

市“超级网格”现象为例[J].城市问题,2021,(12)；母艳春：

双重制度逻辑下公益组织的行动策略与发展张力——基于 S

公 益 组 织 与 政 府 合 作 的 实 践 分 析 [J]. 浙 江 社 会 科

学,2021,(12)；周文剑：代际支持对中国老年人口心理状况

的影响[J].人口学刊,2021(05)等。在成果获奖方面，2021

年本学科点研究生战果丰硕，如刘博获“余天休社会学优秀

博士论文奖”，胡真一、李武呈、卞成日等获吉林省社会学

会吉林省社会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袁媛

获第七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赛国赛铜奖和省赛金

奖。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一）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将科研、教学与田野实践紧密结合。围绕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中国实践中来、到

中国实践中去。近年来，田毅鹏教率领师生在浙江省建立吉

林大学衢州社会治理专家工作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图木

舒克市建立研究基地，为学生走出东北，展开比较研究搭建

了重要的平台。董运生教授、刘威教授带领学生开展 CSS、

CGSS 综合调查，增强学生的实践调研能力，并以科教协同服

务地方，凸显东北特色。



（二）学术交流/实践教学

学位点积极鼓励硕博研究生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访

学。2021 年共主办或承办国际性或全国性学术会议 2 次。邀

请境外专家讲座报告 3 次，全额资助 40 余研究生参加国内

外学术交流活动，并组织学生赴日本和韩国知名高校开展学

术交流活动。在国内学术交流方面，研究生积极参加中国社

会学年会、中国人口学会年会等学术会议，先后有 8 人获得

各类优秀学术论文奖。

（三）支撑条件

本学位授权点拥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东北

亚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等

10 余个国家级、省级教学科研平台。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

高端的支撑。

五、学位授权点评估与质量监测

在取得重要发展成果的同时，本学科点目前主要存在三

点不足：

学科建设方面：由于区域发展不利因素，学科在人才引

进、资源整合、科研转换等方面受到限制和束缚，学科发展

受到影响；学科梯队发展存在一定问题，成为学科发展迫在

眉睫的任务。

科学研究方面：高质量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不多，直接影

响和限制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对于学科国际前沿关注不够，

外文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匮乏。



对外交流方面：海外资源和海外空间的拓展还比较有

限，学科团队成员的国际意识和外语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学生对外交流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还不充裕。

六、改进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的改进措施如下：

进一步提高本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使

现有的研究方向同国内外学术界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和交

流，研究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关键作用。采取有力措施，在资

金、人力和科研环境等方面为学科带头人提供便利条件，使

他们能以更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科研和教学活动中，保证各个

科研方向取得更大的科研成果。

加强研究生学术训练，开设工作坊进行专项培训。支持

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写作水

平。

继续有计划地选派青年教师出国留学和进修，积极指导

他们高质量地完成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任务，提高他们独立科

学研究的能力，特别是引导他们早日发表高质量的科研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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