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界：人际与国际”国际研讨会 

暨中国社会学学会中日社会学专业

委员会成立大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会议综述 

2016 年 11 月 13 日，“跨界：人际

与国际”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学学会

中日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成功召开。 

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中国社会学会中日社会学专业

委员会（筹）主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承办。本次会议此次研讨会共收集论

文 34 篇，发表 31 篇，为中日社会学学

界奉献了一场成果丰硕的学术盛会，为

中日社会学专业学者搭建了一个学术分

享与交流的广阔平台。 

 

题图：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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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际与国际”国际研讨会 
暨中国社会学学会中日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综述 

 
一、基本情况 

 
2016 年 11 月 13 日，“跨界：人际与国

际”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学学会中日社会

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成功召开。 

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中国社会学会中日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

主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承办。本次会议

为中日社会学学界奉献了一场成果丰硕的学

术盛会，为中日社会学专业学者搭建了一个

学术分享与交流的广阔平台。参会者包括中

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社会学研究所、日本研究

所、民族研究所；中日友协、北京日本文化

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浙

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

学等 30 多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机构

代表以及人民网、出版社等媒体机构，与会

者共计 98 人。 

 

二、会议致辞 
 

大会开幕式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

学院院长杨玲教授主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校长曹卫东教授首先致辞。他热烈祝贺本

次成立大会的同时指出：“跨界”对学术发展

的重要性，并围绕本次会议主题，谈论了培

养跨专业、跨国际、综合型人才的重要性和

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研究员回

顾了自费孝通以来，陆学艺等老一辈学人对

中日之间学术交流与发展所做的贡献，并感

谢了中国在社会学恢复重建时期日本社会学

会所给予的帮助。李培林院长还对未来发展

提出了希望，秉承老一代学者的重托，进一

步加强民间相互间的理解发挥社会学研究的

作用。 

日中社会学会前会长中村则弘教授在致

辞中认为，中日两国的学会应当加深互动与

对话，形成具有特色的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研究员发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曹卫东教授发言 

 

日中社会学会前任会长中村则弘教授发言 

中日友好协会程海波副秘书长对委员会

成立表示祝贺的同时回顾了北京第二外国语

大学在培养国际关系人才方面的传统与贡献，

并进一步强调了加强人际之间、校际之间、

学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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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协副秘书长程海波先生发言 

 

社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先生发言 

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社

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研究员指出，我们在老

一辈学者的关心与呵护下才有了今天，我们

应当承上启下，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学者的国

际风范，做好当下。 

 

中日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长罗红光发言 

中国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所罗红光研究员回顾了中国社

会学学会中日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组建过程，

面对嘉宾和中日学界与会者表示：团结国内

外学界同人共同办好专业委员会，以优异的

成绩报答长辈的关怀与支持。最后，就今后

的发展方向、性质以及任务罗红光提出了几

点意见：1、进一步团结学界同人；2、开展

跨区域、跨专业、跨文化的研究；3、与日

方学会互动、互惠；4、围绕共同关心的问

题集中讨论 2 此以上。 

 
三、学术研讨会 

 
本次大会共有六个主题专场，分别为主

旨演讲“跨界——人际与国际”、“跨越人际”、

“跨越层际”、“跨越族际”、“跨越国际”以

及“研究生专场”。 

 

日中社会学会会长、长崎大学首藤明和教授 

 

驹泽大学李妍焱教授 

 

成城大学西原和久教授 

“跨界：人际与国际”主旨演讲由中日

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浙江大学阮云星教

授主持。围绕“跨界：人际与国际”这一主

题，日中社会学会会长长崎大学首藤明和教

授、驹泽大学李妍焱教授、成城大学西原和

久教授，以及中国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罗红光研究员发表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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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主旨演讲。 

首藤教授的发言从理论层面指出了跨界

所表现出的传承、传播的互动。李妍焱教授

从经验层面讲述了中日之间“媒介人”的重

要性，并从她的实践角度提倡在两国之间关

系层面培养“文化翻译人”的社会效果。西

原和久教授从理论层面，梳理了跨时间、跨

地域、跨专业、跨文化等层面的“跨界”的

类型，指出在诸多的“跨界”中，“他者关系”

中的自我与他者是关键。罗红光则从一项日

本城市化的个案研究中，阐释了在当今日本

出现的城乡间“跨界”的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案例，并指出在传统的“福利社会”、“熟人

社会”以及“市场社会”的社会交换体系中

所没有的新型“人际社会”的形成及其给我

们发展理念所带来的启示。 

下午的研讨会进行五场专题发言。 

专题发言一：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王伟研究员主持。围绕“跨越人际”这一主

题，华东师范大学张文明、东京福祉大学若

衫英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郭佩、吉林工

业大学庄家怡、北海道大学尾崎一郎、郭薇

和明治大学堀田秀吾教授三人组合，以及北

京外国语大学周维宏教授进行了发言。日中

社会学会前会长中村则弘教授进行了精炼而

幽默的点评。 

专题发言二：由首都师范大学樊秀丽教

授主持，围绕“跨越层际”这一主题，吉林

大学郑南、同志社大学中村圭、厦门大学邓

蓉以及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色音进行了发言。

浙江大学阮云星教授对发言做出了系统而又

全面的总结。 

专题发言三：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宋金文

教授主持，围绕“跨越族际”这一主题，浙

江大学安成浩、敬和学园大学木下光弘、浙

江大学阮元星、名古屋大学坂部晶子、香港

大学张梅以及山口大学李海泉进行发言。中

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的所色音研究员进

行了详细的点评，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专题发言四：由华东师范大学张文明教

授主持，围绕“跨越国际”这一主题，长崎

大学中村则弘、上海交通大学翟一达、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冯文猛、长崎大学赛汗卓娜

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魏然进行了发言。北京

外国语大学周维宏教授对发言者进行了言简

意赅的点评。 

专题发言五：由中日社会学会会长、长

崎大学首藤明和教授主持，闽南师范大学戴

志成、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

心吕斌和苏杰、神户大学胡源源以及大阪大

学贺玉辰进行了发言。驹泽大学李妍焱教授

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论。会场气氛热烈，讨

论积极，反映出年轻学者的热情与活跃。 

 

闭幕式会议现场 

闭幕式由中央民族大学社会与民族研究

所所长包智明教授主持。此次研讨会共收集

论文 34 篇，发表 31 篇。大会宣读了中国社

会学学会中日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职能部门名

单。最后，罗红光会长对本次大会进行了总

结。罗会长指出：当今世界相互影响，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可以是民族的、国家

的，但由利益所引发的问题却是社会的、公

共的，因此社会学者应该发扬科学主义精神、

摒弃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开展跨学科、跨

专业、交叉学科的研究，既要专注横向学术

交流，更要注重纵向知识传承。在全体与会

成员的热烈掌声中，此次大会圆满拉下帷幕！ 

 

中日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备组 撰稿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图片 

宋  煜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