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界与多样性 ：美国社会学发展现状
——

2 0 1 5 年美 国东 部 社会学年会综 述

骆 小 平

提 要 Ｉ 2 0 1 5 年美国东部社会学年会在纽约召幵 。 该年会主题为
“

跨越边界
＂

，
强调跨越边界 ， 从传学

统社会学领域到新兴社会学领域都必须从整合的视角 ，采用跨学科和交叉理念来进行理论术
创新和实践应用 。 会议与议题具有持续性和幵放性 、专业性与多样性 、学术交流与人才培，
养招聘相结合等特点 ，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美 国社会学以 及全球社会学 当前 的关注热点 ，

也＆

预示着社会学领域未来发展的动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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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 日 ，第 8 5 届本 次 会 议 的 主 题 为
“

跨 越 边 界
”

美 国 东 部社 会学 年会 （
2 0 1 5 ）（ 8 5 ｔｈＡｎｎｕａ ｌ（Ｃｒｏ ｓｓ ｉｎ

ｇ
Ｂｏ ｒｄｅｒｓ

） 0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 由

Ｍｅｅｔｉｎ
ｇ

－Ｅ ａｓ ｔｅｒｎＳｏｃｉｏ ｌｏ
ｇ

ｉｃａｌＳ ｏｃ ｉｅ ｔ
ｙ ）在美国纽于各种原因产生的各类边界 ，

造成人类之间

约时代广场的千禧酒店举行 。 来 自世界各地的隔 阂 。 包括年龄 、性别 、 民族 、种族 、 国别 、

的社会学专家 、教授 、青年学者等共 2 0 0 0 多阶级 、语言 、文化 、学科等在内 的各类边界
，
都

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议共进行 了 4 3 9 个分能够对社会划分 、社会本质 、社会效果 、渗透

会议题的讨论 ，提交论文超过 3 0 0 0 篇 。 会议程度等产生各种影响 。 这些影响使得社会学

交流形式多样 ，
主要有大会报告 、主持报告 、 者们必须去探索这些问题 ： 边界 是如何产生

特邀主题报告 、学者对话 、聚焦纽约 、作者见和变化 的 ？ 对社会产生 了怎样 的 影 响 ？ 这

面讨论会 、小型分论坛 、工作坊 、圆桌会议 、教个影 响 的 过 程如何 ？ 产生 了 怎 样 的 后果 ？

学研讨会 、新 书 出 版销售和推 介 、海报会议人类是否真 的 可 以跨越这些 边界 ？ 大会涉

等 。 在为期五天节奏紧凑 的年会上 ，来 自 美及传统社会学议题和新兴社会学议题 ，
聚焦

国知名大学如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 、普林斯于
“

跨越边 界
”

的社会价值 、保 持社会多样

顿大学 、约翰 ？ 霍普斯金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性发展
， 同 时 ，

社会 问题 的 复杂性决定 了社

利分校 ，

以及加拿 大 、英 国 、澳 大利亚、法 国 、 会学迫切需要跨越学科边界 ， 进行理论创新

俄罗斯、 中 国等 国 的 社会学领域学 者 ，
从理和方法创新 ，加深社会学领域理论学者与应

论 、方法和社会学各个分支等不同方面 ，对当用学者的深度交流 ，相互对话 ， 对 2 1 世纪新

前世界范 围 内 出现 的各类社会 问 题进行 了出现的社会议题予 以密切关注 ，
深入展开研

讨论。究 ，促进社会 良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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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 移民通过离开
一个社会变成了另外一个

醇的公民 ，用不 同的 方式将这两个 国家联

1
． 关 于移 民社会学系起来 。 他提出 ， 移民在迁人地重新构建心

美 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移 民 国家 ， 移 民社理认同 的 同 时仍然保持对迁 出地 的心理 联

会学也
一直是美 国社会关注 的热点和重点 。 结 ，移民流动对其母国产生影响 ， 同样母 国也

本次会议关于移民 的主题占据很大 比重 。 学对迁人地有反作用 。 但时 间证 明 ，
长期迁居

者们一致认为 ，作为人的存在 ，不能因为 出 生海外最终将使移民及其子女失去对母 国的 固

所在 的国家或地 区不 同而造成 巨大差异 ，移有认 同并重新定位和认同迁人 国 。

民问题不能仅从 身体的 空 间 位置 转移来解 2
． 关 于 民族／种族社会学

——

决 ， 同时也要从社会环境和文化来解决 。 其在美国 ，
种族是最 为 明显 的边界 。 美 国

＃ 中 以知 名 移 民 社会学 家 哈佛 大学 （
Ｈａｒｖ ａｒｄ种族差异巨大 ，

全 国有 3 1 个种族的人数超过

Ｊ
Ｕｎｉｖ ｅｒｓ ｉｔｙ ） 的沃特 （

Ｍ ａｒ
ｙ
Ｃ ．Ｗａ ｔｅｒ ） 、普林斯顿了 1 0 0 万人 ，人数 1 0 0 万人以下的种族更多 。

ｇ
大 学 （ Ｐｒ ｉｎｃ 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 的 波 特 斯白人 、黑人 、 亚裔黄 种人之 间 的种 族差异 明

（
Ａｌｅ

ｊ
ａｎｄｒｏＰｏ ｒｔｅ ｓ

） 、 加 州 大 学 洛 杉 肌 分校显 ，在社会地位和分 层上也存在 明 显差异 。

（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ｏ

ｆＣａ ｌ
ｉ
ｆｏ ｒｎｉａ

，ＬｏｓＡｎ
ｇ
ｅ ｌｅｓ

） 的瓦尔虽然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已 经有很大缓解 ，

丁格 （
Ｒｏ

ｇ
ｅｒＷ ａｌｄｉ ｉｉ

ｇ
ｅｒ

） 等学者为代表 。但种族冲突问题仍然是美国社会研究关注的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沃特长期从事移重点 。

民研究 ，尤其关注移 民后代的 民族认 同意识 2 0 世纪 6 0 年代正是世界上民权运动和

和选择。 在其 著作 《 民族选 择 ：在美 国 的 移移民法案变化且移民增多以及社会对民族和

民 选 择 认 同 》 Ｑ
Ｅｔｈｎ ｉｃＯｐｔ ｉｏｎｓ

，Ｃｈｏ ｏｓ ｉｎｇ种族关系 在移 民社会 中 的关 注空前 高涨之

Ｉｄｅｎｔｉ ｔｉｅｓｉｎＡｍｅｒ ｉｃａ ） 中 ，沃特首次提出
“

民族时 。 波士顿 大学 （
Ｂｏ ｓ 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

ｙ ） 教授斯

选择
”

（ ｅｔｈｎ ｉｃｏｐｔｉｏｎ
） 概念 ， 指 出影 响移 民后通 （ ＪｏｈｎＳ ｔｏｎ ｅ

）早在 2 0 世纪 6 0 年代就通过

裔民族认同选择的 因素主要有 四个 ， 即对于在南非的生活 、调查和研究 ，
提出 民族和种族

祖先 的了解 、种姓 、长相和在族群中的相对排在移民社会中 的重要影响 。 该研究获得了 同

名 。 通过调研 ，
她发现 ，欧洲移 民到美 国后仍行专家的高度肯定 ，并使其成 为该研究领域

然保持了原有的 民族传统 ，且并不接受其他中最早也是最主要 的专家之
一

。 随后 ，斯通

人给他 们简单 地贴 上的
“

美 国 人
”

的标签 。 在 1 9 7 8 年创办 了 《 民族 与 种族研究 评论 》

她的研究揭露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对移 民后裔（
Ｅ ｔｈ ｎｉｃａｎｄＲａ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杂志 ，

目 前

族群认同 的 影响 并不符合
一

般 的
“

同 化
”

理该杂志已成为国际上研究 民族和种族社会学

论
，使得美国移 民历史更具有戏剧化和争议领域的最有影响 的期刊之

一

。 斯通教授依据

性 。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波特斯是当韦伯 的社会学理论框架 ，
认为民族矛盾 和 民

代杰出的古 巴裔美国社会学家 ， 其主要研究族冲 突的形成主要有 四个 因素 ，
即权力 、主宰

对象为移民美国的人群及其子女生活的社会力 量 、 权 威 和 合 法 化 （ ｐｏｗｅ ｒ
，ｄｏｍ ｉｎ ａｔ ｉｏｎ

，

因素和拉丁美洲移 民的 居住情况 。 他指 出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ｎ
ｄ ｌｅｇ

ｉ ｔ ｉｍａ ｔｉｏｎ ） 。 随着一个群体 的

美 国推行新 自 由 主义政策对拉丁美洲的社会崛起 ，
它必然希望能够主宰其他群体以获得

阶级结构的形成有显著影 响 ，
阐述了 移民子权威

，
之后为 了保护 自 身 民族的利益而实行

女在美 国接受教育后仍然保持与母 国 的联系社会封闭机制 （ ｓｏｃｉａｌｃｌｏ ｓｕ ｒｅ ）
，
形成民族内部

的原因 ，强调 了移 民 的
“

同化 意识
”

与
“

跨 国和外部两个 闭环 ，并阻止其他族群 的社会流

主义意识
”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动 ，
即社会排斥 （ ｓｏｃｉａ ｌｅｘｃｌｕｓ ｉｏｎ ） ， 通过官僚

授瓦尔丁格主要研究移 民及 其与母 国 的 关机制合法化最终完成某
一

族群对其他族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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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地位 。 历史上 的奴隶制 、 种族隔离 和种免社会冲突 。 （
2

） 宗教与空 间经济 。 如从伊

族压迫都是这种逻辑的典型体现 。斯兰教运动的专业化看新 自 由主义在全球的

普林 斯 顿 大 学 知 名 社 会 学教授 马 西蔓延 ；新时期的宗教运动与实践 ，
世界各宗教

（ Ｄ ｏｕ
ｇｌ
ａｓＳ ．

Ｍ ａｓ ｓｅ
ｙ ）在种族移民社会学领域组织的空间 占 领 ；宗教在重构美 国 与伊 朗关

具有相当的 知名 度 。 他于 1 9 8 2 年创立 了墨系 中 的作用 ；
宗教信仰与文化规则如何影响

西哥移民项 目 （
Ｍ ｅｘｉｃａｎＭｉ

ｇｒａ ｔｉｏｎＰｒｏｊ ｅｃ ｔ
， 简商业行为

；
宗教在埃及的政治文化中角 色的再

称 ＭＭＰ
） ，并在 此基础上 进行深 入研究 ， 于思考等 。 （

3
） 宗教与科学教育 。 现代 高科技

1 9 9 8 年 设 立 拉 美 移 民 项 目 （
ｔｈ ｅＬａｔｉｎ社会中宗教仍然重要 ； 网络交往 中 的性与 宗

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Ｍ 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Ｐｒｏ
ｊ
ｅｃｔ

， 简称 ＬＡＭＰ
） 。 通教 ；宗教在学校教育中 的互动关系 。 （

4
）宗教

过该项 目 ， 马西广泛调查墨西哥 和其他拉丁与个体活动 。 如宗教与心理健康 ；
宗教解构

——

美洲 国家移民状况并掌握了大量有价值 的数个人主义 ； 多民族群体中新教徒群体的分歧 ； 学
据 ，尤其是针对美 国底层黑人群体的 居住隔宗教群体中的信仰认同形成过程

；
宗教信仰￥

离现象的影响 。 他指 出 ， 随着现代社会的住与幸福感的关系等 。ｇ
宅产业化 ，

居住隔离现象越来越严重 ，种族隔 4 ． 关于社会阶级与 不 平等

离制度是造成大量底层黑人贫穷 的根源 ，
只阶级在现代 社会是社会流 动的 固有 障

有打破种族边界 ，建立移民认 同意识 ，才可能碍 ，这也是美国社会学界关注 的重点议题 ，
只

解决种族冲突 问题 。有跨越阶级 ，才能打破现有社会阶级的固化 ，

3
． 关 于 宗教社会学使得社会流动 良性 循环 ， 降低社 会不平等 。

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一

直是宗教社会三
一学 院 （

Ｔｒｉｎ ｉｔ
ｙ
Ｃｏ ｌｌｅ

ｇｅ ） 的威廉 斯 （ Ｊｏ
ｈｎｎｙ

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 进入现代社会 以来 ， 围Ｅｒｉ ｃＷ ｉ ｌ ｌｉａｍｓ
） 、 伯 明 翰 大 学 （

Ｂｉｎ
ｇ
ｈａｍｔｏｎ

绕宗教信仰的 冲突依然是人类相互隔 阂的重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 的马利 （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Ｊ ．Ｍａｒｌｅ

ｙ ） 等社

要边界 。 当前宗教社会学主要 聚焦于 以
“

冲会学者对社会阶级不平等进行了深人研究 。

突论
”

的 社会学理论为 出发点 的 研究 ， 将严本次会议在该领域形成的主要议题及观

重的 社会冲突与宗教群体和 日 常生活仪式联点如下 ： （
1

） 美国 社会的 阶级不平等正在加

系起来 ，从中 找 出宗教在社会冲 突 中 的决定剧而不是减轻 ，美国梦的实现不再可能 ，尤其

程度 。 现代社会学界主要运用涂尔干 、 马克是 2 0 0 8 年经济危机之后 ，
少量上层阶级和新

思和 韦伯 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 ， 兴阶级 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 ， 阶层正在分

并逐渐开始从心 理学视角 研究宗教 社会关化
，
必须重新思考阶级的划分 ；当前美 国社会

系
，尤其是全球化和文化 多样化背景下宗教已经分化为六个阶级 ： 上层阶级 、新兴 阶级 、

与世俗化的关系 。中产阶级 、劳工阶级 、劳苦阶级和贫困线阶级

本次会议在该领域的议题主要包括以下（
Ｕ
ｐｐｅｒｃｌａ ｓｓ

，Ｎｅｗｍ ｏｎｅ
ｙ ，Ｍ ｉｄｄ ｌｅｃｌａｓｓ

，

几个方面 ： （
1

） 从宗教类别来看 ，此次主要集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 ｓｓ ，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ｏ ｏｒ ，

Ｐｏｖｅｒｔ
ｙ 

ｌｅｖｅ ｌ
） ，其

中于伊斯兰教及其信仰者穆斯林与其他社会中上层阶级和新兴阶级主要 由 原有资本继承

群体 、社会现象的关系探讨 ，如美国穆斯林的而来 ，
且只 占美国人 口 的 1 ％

，
而广大的 中产

种族化与发展 ，

“

9 ？ 1 1

＂

事件后社会媒体对阶级及其后 四个阶级 的分化越来越严重 ，
社

美 国穆斯林的态度
；
伊斯兰教原教 旨 主义及会不平等加剧 。 （

2
） 当前阶级已经阻碍 了社

其敌人 ；集中讨论了法 国 《查理周 刊 》 的社会会流动 。 如农业时代农民 阶级的积累对于社

暴力事件与宗教信仰紧密联合 ，
引 起人们思会流动更为有效 ； 中产 阶级与 国家福利之间

考
“

自 由
”

在不 同信仰和不 同地区 之间 的界的关系
；
底特律破产中 的 中产阶级状况 ；泰国

定
，
思考如何尊重他人 的宗教信仰 自 由 以避政治动乱中 的 中产 阶级 ；

社会 阶级流动 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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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效应等 。 （ 3 ） 阶级不平等与 职业 、教育 、空本次会议在该领域的主要议题及观点如

间 的关系 。 如社会阶级与职业方 向 的选择 ；
下 ： （

1
）社会运动从类型来看 ，

可 以分为 旧式

社会各阶级在服务行业的人 口分布 ；
父母 的运动和新式运动 ， 前者主要是因 贫富差距引

社会 阶级对子女人学影 响趋势增大 ； 中产 阶起 ，后者则主要由 文化 、种族或 民族 以及价值

级父母对城市公共学校支持 的动机研究 ；
阶观不同而引起 。 议题如社会运动作为动员 社

级空间分配的不平等如下层住宅高档化现象会的形式存在 ；
社会群体运动动员 中跨越语

中 的社区机制与阶级不平等 ，
等等 。言边界的重要性

；
占 领纳什维尔运动 中 的 战

马克思的边界社会学理论成为美国社会略互动 ；
社会运动必须要有战略部署 。 （

2
）

学家理解和探讨解决阶级问题和不平等问题社会运动的产生往往都是 以某一个特定 的 、

—— 的重要理论来源 。 乔治城 大学 （
ＴｈｅＧｅｏｒ

ｇ
ｅ单个的事件为触发点 ， 经过一系 列类似事 件

学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ｎｉｖ ｅｒｓ ｉｔｙ ） 在该方面的研究 已 经的发酵引起连锁反应 ，最终造成大规模 的 群

Ｊ 具备规模和深度 ， 该校教授尼布鲁格 － 布 兰体运动 ，
这也提示 了必须在公共事件发生的

ｇ
特利 （ Ｊ

ｉ
ｌｌＮｉｅｂｍ

ｇｇ
ｅ
－Ｂｍｎｔｌｅｙ ） 组织本 校多 名初期采取正确 的处理措施 ， 从而 阻止大型社



研究人员展开 了
一场主题为

“

马克思 主义关会运动的形成 ，
为此 ，

公共事件的应急和公关

于跨越边界 的社会学理论
”

的讨论 ， 针对资尤其重要 。 （
3

） 关于社会运动 的功能 ，
主要

本主义与社会正义 、 异化理论和阶级 冲突等有两种意见 ，

一种认为社会运动是社会秩序

议题进行 了讨论 。 他们指 出
，
尽 管人类文 明的破坏者 ，

是社会失序和嘈杂 ，
对稳定的社会

已经发展到现代 ，但 阶级矛盾和阶级 冲突仍状况有威胁 ； 另
一

种则相反 ，认为社会运动是

然广泛存在于美 国社会 ， 阶级仍然是造成社
一

部分人对 当前现状不满 的反映和要求改变

会诸多层面不平等的 主要根源 ，
要解决不平的诉求 ， 能够推 动人类社会文 明发展 进程 。

等 ，跨越阶级是必然选择 。 这
一观点对于美议题如重新反思 占领华尔街运动 以及占领华

国 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来说 ，是一 尔街运动对纽约工会工人 的影 响等 。 （
4
） 社

个全新的视角 。会运动 的生命周 期 。 社会运动
一

般 经历产

5 ． 关 于社会运动生 、发展 、规模化和衰退 四个阶段。 其 中 ，衰

在现代社会中 ，
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发展退的形 式有 四种

： 镇 压 、合作 、 成功 、 失败 。

加速了人 口 的社会流动 ， 人们 的表达 自 由 和（
5
） 社会运动 与社交 网络 的关系 愈加密切 。

受教育权利提升 ，在经济 、政治和社会民主领由 于信息技术和社交网络越来 越发达 ，人们

域提出 要求 ， 使得社会运动越来越容易且可运用社交 网络媒体更加方便简捷容易 ，
网络

行 。 近年来 ， 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下滑 ，加速了社会运动的速度 、效果和最终作用 。

世界各国社会运动频发 ，
相 比而言 ，美国仍然社会运动实际上是跨越各种边界呼声的

是社会群体运动爆发的集 中地 。 匹兹堡大学载体 。 在现代文明社会 ，
通过合法的社会运

（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ｏｆＰｉ ｔｔｓｂｕ ｒ
ｇ
ｈ ） 的 库茨 － 弗 拉门鲍动 ，来争取和维护有 同样诉求 的群体权利 已

姆 （ ＲａｃｈｅｌＫｕｔｚ
－Ｆ ｌａｍｅｎｂａｕｍ

） ，加州大学欧文经成为群体 、个体与公共机构对话方式 的 主

分校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
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 ｉａ

，
Ｉｒｖ ｉｎ ｅ

） 的拉 舍要趋势 。

弗 （ Ｅｕ ｌａ ｌ
ｉｅＬａｓｃｈｅ ｖｅ ｒ

） 、 霍 夫 斯 特 拉 大 学 6
． 性别社会学

（
Ｈ ｏｆｓ ｔｒａ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的 梅 尼 （
ＧｒｅｇｏｒｙＭ ．性别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不可改变和逾越

Ｍ ａｎｅ
ｙ ） 、智利安德烈斯 ？

贝 略天主教大学的的边界。 人们在出 生时无法选择性别 ，但并

古茨曼 （
Ｓｅｂａ ｓｔｉｄｎ Ｇ．Ｇｕｚｍｔｏ ）等社会学者对不代表在后天不能 自 由选择 。 人们对于性别

社会运动的原 因 、发生 、发展 、失败 因素等进的平等与基于性别角 色定位引 起的 同性恋 、

行了多视角 的解读 。双性恋等社会 问题 巳 经有 了 更加开放 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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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威斯利女子学 院 （ Ｗｅｌｌｅ ｓ ｌｅ
ｙＣｏｌ ｌｅｇｅ ） 的姿态 ，他们认 同 自 我并需要公众社会的认同 ，

赫尔茨 （
Ｒｏ ｓａｍ ｉａＨｅｍ ） 教授 自 1 9 8 3 年起就反对现行的政治 、 社会与公共政策对非异性

在性别社会学研究方面进行了深人的研 究 。 恋的歧视 。

她认为 ，在经济转型背景下 ，
男性 与女性在家 7

． 城 市社会 学

庭与工作地点 中 的不平等对其性别角色的分城市是各种特殊文化现象聚合而成的空

工有巨大影 响 ，现代社会 出 现的 除异性婚姻间
， 由 于全球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 ，城市的社

之外的婚姻中通过试管婴儿和人工授精生育会问题如社会结构 、社会组织 、 社会群体 、社

孩子而组成的
“

现代家庭
”

是现代社会人 口会管理 、社区关系 等愈来愈成为社会各个层

繁衍的 巨大变革 ， 它为新 的社会生活关系 的面关注的焦点 。 当前 ， 城市社会学 的发展愈

形成创造了可能性 。来愈呈现出 细化 、具体化的趋势 。
——

明德学院 （ Ｍ ｉｄｄｌｅｂ ｕｒｙＣｏｌ ｌｅｇｅ ） 的社会学哈佛大学的桑普森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ａｍ ｐｓｏｎ ）学

教授纳 尔逊 （
Ｍ ａｒ

ｇ
ａｒｅｔＮｅｌｓｏｎ

） 、弗吉尼亚 大教授介绍了 2 0 1 3 年哈佛大学 出版社 出版的ｆ
学 （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ｏ
ｆＶｉｒｇ

ｉｎｉａ
 ） 的 约 翰逊 （ Ｓａｒａｈ《美 国 大城市 》 （ Ｇｒｅａ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ｉ ｔｙ ）

一

书 。

覆
Ｊｏｈｎｓｏｎ ） 、 马 萨诸塞州 立 大 学 （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ｏｆ他提出 ，

很多人认为全球化能够消解空 间 带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ｍ ｈｅｒ ｓ ｔ） 的 克 劳 森 （

Ｄａｎ来的隔膜 ，然而 ，
人们所居住的地区和环境依

Ｃｌａｗｓｏｎ ） 和格斯特尔 （
Ｎａｏｍ ｉＧｅ ｒｓ ｔｅｌ ） 、 克拉然十分重要 。 不同的社区环境能够产生不 同

克大学 （
Ｃ ｌａｒｋ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 的梅里 尔 （
Ｄｅｂｏ ｒａｈ类型的社会现象 ， 如犯罪 、丧失住房抵押赎 回

Ｍｅ ｒｒｉｌｌ
） 等学者长期从事家庭 、女性社会学研权 、 网络社交和移 民等 。 在继承了芝加哥学

究 ，其研究 主要集 中在三个方面 。 （ 1 ） 男 女派城市社会学研究传统的 基础上 ，
桑普森更

性别边界 ，包括就业与晋升中女性的劣势 ；教新了该学派的理论 ，他认为 ，在 2 1 世纪 ，大城

育行业 中女性待 遇不平 等的 原 因与解 决路市仍然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坐标之一 ，
尽管

径
；政治活动 中女性角 色 的社会接受程度分有全球化和城市化 ， 但是作为边 界之

一 的城

析 ；
公共场合对女性侵犯的大众心理研究 ；

论市对个体社会生活产生的 巨大影响依然无法

艾滋病流行背景下女性审美 的两难性 ；
电影忽视 。

与戏剧描述对女性犯罪的影响 ；受害者指责 ：
由于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加剧 ，社会学

社会公众对两性犯罪 中 男女态度 的不同 ；
等家加强 了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海洋环境的关注

等 。 （
2

） 关 于 ＬＧＢＴ
Ｑ 。 ＬＧＢＴＱ 用来指 涉不和研 究 。 来 自 特 拉华 州 大学 （ 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ｏｆ

同原 因导致 的 同 性爱 欲 ， 分别 指女 同性 恋Ｄ ｅｌａｗａｒｅ ） 的佩雷斯 （ Ｖ ｉｃｔｏ ｒＷ ．
Ｐｅｒｅｚ ）作了题

（ Ｌｅ ｓｂ ｉａｎ） 、 男 同 性 恋 （

Ｇａｙ） 、 双 性 恋为
“

海平面上升 、污染与环境正义
”

的报告 ；

（ Ｂ ｉｓｅｘｕａｌ
） 、变性者 （ Ｔｒａｎｓｓｅｘｕａｌ ） 与怪异性别来 自 波 士 顿 大 学 城 市 研 究 中 心 （

Ｂｏ ｓ ｔｏｎ

者如异装癖 （ Ｑｕ ｅｅｒ
） 等 。 随着以 欧美为代表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Ｉｎ 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ｏｎＣ ｉ ｔｉｅ ｓ

） 的 布朗
－ 萨拉

的西方世界对 ＬＧＢＴＱ 的广 泛承认 ，

ＬＧＢＴＱ奇诺 （ Ｊａｐｏｎ
ｉｃａＢｒｏｗｎ

－Ｓａｒａｃｉｎｏ
 ） 、 菲利 普斯

人群 的身份与政治开始变得国 际化 。 （ 3 ）关 （ Ｎ ａｔｈａｎＰｈｉ ｌ ｌ ｉｐ ｓ ） 等学 者作 了 有关海平面上

于同性婚姻 、家庭与社会 。 包 括 ：
ＬＧＢＴ

Ｑ 子升与 沿海城市的 未来等报告 ， 他们 的主要观

女 、学校 安全与 反欺凌法 案的 失败 ；

ＬＧＢＴＱ点包括 ： （
1
） 从人类发展 的历史和人类环境

领养 者
： 机 会 、 困 顿 与 过 错 ； 彩 虹 家 庭的发展风险 出发 ，理清气候变化 、海平面变化

（
Ｒａ ｉｎｂｏｗＦａｍｉ ｌｉｅ ｓ ） ： 同性婚姻父母领养其他的历史及其对 当今世界 的影响 ； （

2
）
从海洋

种族子女 的探讨
；

ＬＧＢＴＱ 社 区 与社会认 同 、 科学 出发 ， 阐述工业社会 以来人类 活动导致

公共政策的 冲突等等 。 由 于 ＬＧＢＴＱ 群体与的碳排放量 的大幅增加 ，提 出 海洋发展必须

权利组织呈现 出积极发声 （ ｖｏ
ｉｃ ｅｆｏ ｒｒｉ

ｇ
ｈｔ ） 的遵循科学性 ，

沿海城市 的发展与规划必须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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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可持续
； （

3
） 政府 与社会等公共部 门 如何（ 3

）军队作为现代社会有机组成的整体与社

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危机以及如何转变海岸线会活动之间 的互动关系 ，如美 国军队征兵 中

的发展 ，从管理视角 对沿海城市未来发展的的媒体准备 ；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军事基地 ；

创新设计 、危 机缓 和 战 略提 出 了 各种建议 ；
全球反恐时期 的公共社会对军人家庭的关照

（
4

）沿 海城市应对危机是
一个整合的 体系 ， 是否过于夸张等 。

需要学术界 、各类社会公益组织 、私营部 门和军事社会学的研究不仅关注军队群体内

政府公共管理部 门的 联合协作 ， 如何进行成部 ， 同时也关注军队与公众群体的关系 ，军队

体系 的整合与合作是 目前亟 须探讨 的重大与政府及其他群体 的各类 政治 、经济 、 经济 、

议题 。教育与文化互动关系 。 这些对我 国 当前军事

：二
、新兴社会学议题

学 2 ． 医疗社会学

Ｊｉ
． 军事社会学医疗社会学是对社会 的医疗机构和 医疗

ｇ军事社会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体系在理论 、方法 、行动与社会互动关系上的

—

渐兴起的 ，经过冷战时期发展至今 ，形成了较各类研究 ，是最能体现跨学科性质的社会学 。

为体系的研究 。 本次年会非常重视军事社会罗格 斯 大 学 （
Ｒｕ ｔ

ｇ
ｅｒ ｓ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 的 劳 埃德

学的交流和研究 ，
设置 了 大会 、论文宣读 、 圆（ Ｊａｍ ｅ ｓＬ ｌｏ

ｙ
ｄ ） 、 丹 尼 森 大 学 （

Ｄｅｎｉ ｓｏｎ

桌会议 、集 体讨论等 环节 。 美 国 军事 学 院Ｕ ｎ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 的图奥米宁 （
Ｍａｒ

ｙ
Ｃ ．
Ｔｕｏｍ ｉｎｅｎ

） 、

（
Ｕｎｉ ｔｅ ｄＳｔａ ｔｅｓＭ ｉ ｌ ｉｔａ ｒ

ｙＡｃａｄｅｍ
ｙ ） 的 恩 德布兰迪斯大学 （

Ｂｒａｎ ｄｅｉｓ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 ｔ
ｙ ） 的桑托斯

（
Ｍ ｏｒｔｅｎＥ ｎｄｅｒ

 ） 、 西 点 军校 （
Ｕｎｉ ｔｅｄＳｔａｔｅ ｓ（ Ｊｅ ｓｓｉｃ ａＳａｎｔｏ ｓ ） 等人从人文科学到 自 然科学

Ｍｉ ｌｉ ｔａｒ
ｙ
Ａｃａｄｅｍｙａ

ｔＷｅｓ ｔＰｏ ｉｎｔ
） 的哈杰 （

Ｒｅｍ ｉ再到 医疗器械与技术视角 ，
对公共卫生 、社会

Ｍ
．
Ｈａｊｊ ａｒ ） 、 华 盛 顿 学 院 （

Ｗａ 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工作 、人 口统计 、社会流行病 、 老年病理学进

Ｃｏｌｌｅｇ
ｅ

）
的凯尔蒂 （

ＲｙａｎＫｅｌｔ
ｙ ） 、美 国陆军公行 了讨论 。

共 健 康 指 挥 部 （
ＵＳＡｒｍｙＰｕｂｌ ｉｃＨ ｅａｌ ｔｈ医疗社会学领域 的 热点议题有 如下几

Ｃｏｍｍａｎｄ ） 的 琼格斯 （
ＡｍａｎｄａＭ．Ｊｕｎｇｅｌ ｓ ） 和个 。 （

1
）

“

护理工作
”

（
Ｃａｒｅｗｏ ｒｋ ） ，包括探讨

威尔逊 （
Ａｍｂ ｅｒＷｉ ｌｓｏｎ ） 等学者对军队社会学 2 1 世纪的 医疗护理工作如何展开 ；家庭护理

的研究有了进
一步的深入 。工作的未来发展 ；

老年护理工作的途径 ；紧急

该领域主要议题从三个方面进行 。 （
1
）医疗救 助服 务 中 的 护理工作评估标准 ；

以

军事机构 内部运行与关系 ， 如英雄主义机制
“

病人为中心
”

的 医 疗护理模式 的社会学分

对于美国士兵评价机制 的 反思 ；
军 队道德体析 ；

过 度 医 疗 器械 化带 来 的 负 面 影 响 等 。

系下身份地位对行为错误 的影响 ；
战 斗 环境（

2
） 医疗待 遇不平等 ，包括社会与 医疗体制

下士兵与机器人的互动研究 ；
西点军校形 象对于阶级 、有色人种病人以及孕妇生育 的不

的影响
；
保 护军官 ：非暴 力反无人机示威行平等 ； 现行医疗法律对贫穷者的负面影响等 。

动
；
军 队语言 ：跨文化交流 ；跨越文化边界 ： 军（

3
）流行病传播 与社会学 。 由 流行病在全球

队 中交流的标准操作流程建议等 。 （
2
） 军队的传播速度较快 ，

对于物理病毒的 治疗 已经

中存在的性犯罪问题 ， 如军 队中 的性侵犯 与不能 只依靠单
一的 医疗科技为主体和方式 ，

心理健康 ；
军 队中的性犯罪与受害者 ；

基于性如仍在流行的艾滋病 、埃博拉病毒等的治疗 。

别角 色 、强奸信念与性别歧视等视角 对军队（
4 ）信息化传播 中 的复合 医疗社会学 。 由 于

性侵犯的审视 ；
军队 中 的性别歧视与性骚扰 ；信息全球化 ， 心理障碍类的疾病传播迅速 ，

心

对女性军人的侵犯等 ；旁观者对美 国军队 中理健康受到 的威胁已 经不局限于一段时间 以

性侵犯 事件 的 干涉 因 素的 复合 原 因 分析 。 及一个 国家或地区之内 。 医疗社会学对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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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未来的发展尤其重要 ，需要加强跨国别 、学大学教授比德来尔 （
Ｃｈａｒ ｌｅｓＥｄｗａｒｄＢ ｉｄｗｅｌｌ

）

科 、种族等的合作 。以教育社会学研究 闻名 。 在其著作 《作 为正

3
． 数字社会 学式 组 织 的 学 校 》 （

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ａｓａＦｏｒｍａｌ

近年来 ，

“

大数据
”

的兴起为社会学研究如幻 中 ， 他提 出教育 在社会 中 以正

提供了新的视角 ，

“

数字社会学
”

正成为热门式或者非正式 的组织机构角 色定位 ，并形成

话题 。 其主要是探讨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对社自 己独特的学校系 统 ， 要最 大限度地保证学

会学研究分析 的重要性 、影响 因 素以及如何术 自 由 ；
学校行政 的本质是为教育服务 ，而不

运用大数据来进行社会学研究 ， 寻找社会问是凌驾于教学之上 ，必须
“

去官僚化
”

。

题与大数据之 间 的 逻辑联 系 。 实际上 ，

“

数教育社会学主要 聚焦于如下议题 。 （
1
）

字社会学
”

（
Ｄ ｉ

ｇ
ｉ ｔａｌＳｏ ｃｉｏｌ ｏｇｙ ）概念 2 0 0 9 年才两个独立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看 ，研究社会因

——

开始出现 ， 当 时主要是指通过社交 网络媒体素诸如政治 、经济和文化对教育的影响 ，提供 学
、

如推特 （ Ｔｗ ｉ ｔｔ ｅｒ
） 、脸 书 （ Ｆａｃｅｂ ｏｏｋ ） 等大量呈更多样化的教学 ；从微观层面来看 ，学校 的多ｆ

现出来的社会百态来研究 2 1 世纪前 2 0 年的样化教学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
因 材施教 ，

不同ｇ
社会特点和热点 ，

现在 ，它越来越成为研究社的方法和实践有利于教育培养学生 。 功能论

会学的重要方法之
一

。认为教育是社会的重要功能 ，能够促进学生的

伦敦 大 学 金 史 密 斯 学 院 的 马 尔 （
Ｄｅ社会化 ，能够为现代工业化的 国家提供职业培

Ｎｏｏｒ ｔ

ｊ
ｅＭａｒｒｅｓ ）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勒普训 ，能够规范社会行为 。 互动论则认为教育是

顿 （
ＤｅＤｅｂｏｒａｈＬｕｐｔｏｎ

）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学校教育过程与社会其他各 因素互动影 响的

的马利 （
ＮｋａＭ ａｌ ｌｉ

） 等社会学 者在信 息社会结果 。 冲突论分析教育的分裂与破坏性 ，如 由

新热点
“

大数据
”

的 十个议题上的探讨 ，表明于阶级 、性别和种族边界造成的教育分配的不

了当前社会学界对于大数据的重视 。 其主要平等 ， 教育水平成 为社会歧视 的工 具之
一

。

议题有 ： （
1

）专业的数据构建研究 ， 构建电子 （
2

）教育仍然是社会阶级流动和社会有机团

数据 ，利用数据作为交流和管理的媒介 ， 如建结的有效途径 。 社会教育体系尤其是公共教

立网上图 书馆 、形 成 电子 文档 、 网 上办公 系育体系和个体受教育经历仍然极大地影响个

统 、智慧城市建设等 ； （
2
） 大数据分析 ，

即根体发展及社会秩序 。 （
3

）教育与社会互 动发

据网上大量存在的数据和人们在社交媒体的展。 教育社会学不仅是将教育心理学的 理论

语言和表现 ，分析群体或活动事件 的形成与应用到教育实践 ，还应寻求教育与社会之 间的

发展
，如种族主 义与数字媒体空 间 、 网络参互动影响 ，如教育个体在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

与 ：开启公 民参与的 2 ． 0 模式等 ；
（ 3

）公共数中获得学习经验 ，
达成教育 目标 ，并寻求家庭

字社会学 ，
运用 定量研究或者定性研究来分结构 、语言 、性别 、意识形态 、技术手段等社会

析公共事件 ，如对 ＭＨ 3 7 0 等飞机失事残骸 的影响 因素与教育之间 的逻辑关系 ，从而找到培

数据的话语分析 、如何从网 络分析到 网上市养国家未来各个领域精英的路径 。

场等 ； （
4 ）批判视角下 的数字社会学 ，

对当前 5 ． 食品社会 学

过于沉溺
“

大数据
”

分析进行批判 ， 如数字生人类在对食品行业 创新的 同 时 ， 不断促

活与身体
“

囚徒
”

、数字社会学的 陷 阱等 。 从进和发展了食品 的生产 。 食品产业 已经成为

宏观到微观的
“

数字社会学
”

已 经成为 当前许多 国家占据重要地位的支柱产业 。 随着食

全球社会学领域的
一

大热点 。品生产和生活水平的 现代化 ，
人们对食 品 的

4 ． 教育社会学消费逐渐社会化 ，更 多以购买专业企业加工

学者们从不 同层面 ，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生产为主 。 伴随着全球贸易 的延伸 ，食 品所

或定性研究方法 ， 阐述教育社会学 。 芝加哥承载的社会意义大大丰富 了 ，但 是食 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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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患也随之增加 ， 已经不单是个体事件 ，
而如纽约劳动力 需求分析 ，纽约移民定 居模式

是成 为社会 问 题。 因 此 ， 食 品 社会学 应运研究 ，纽约社会 服务模式与城市决策 ，纽 约

而生 。移 民 子女 教育 的 困 境 ，
纽 约城市 形 象变 迁

食品社会学是研究与食物相关的社会现等 。 管中窥豹 ，纽约移 民社会是整个美 国乃

象 ，并将该社会现象的历史 、进程和未来与社至全世界移民社会的缩影 ，
在一体化和多样

会发展联系起来 ，
包括食品 的 生产 、 消费 、分性的 发展过程 中 ，既凸 现 了美 国文化 的包容

配 、冲 突 、礼 仪 、 民 族偏好 、生存 环境 等 。 当性和 民族 的开放性 ， 同 时也充满 了 民族 、文

前 ，食品 社会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
1 ）化 的矛盾 和冲 突 。 关注纽 约的 城市 发展可

食物与社会认同 。 人们对食物的选择体现了以窥见 复合 移 民城市 发展 中 的 问题与 变

—— 其社会认同 ，如其所在 的社会阶级、族群 ，
所迁 。

学
、

信仰的宗教 ，
包括食物 、阶级 和 民族 的关系 ， 2 ． 中 国议题

Ｊ 快餐与人类学 ，文明的 口味 ，
社会食品与文化本届年会也有关于中 国社会边界问题 的

ｇ
创新 ，现代食品 系统的批判 ，食物世界的象征议题 ，但数量较少 。

一共有 3 3 篇 ，分散在各



主义等 。 （
2

）食物与市场 。 全球 化下 ，食物类议题之 中 。 莱斯大 学 （
Ｒｉｃ 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 ｔｙ ） 的

市场可以扩展到世界各地 ，
导致当 地食 物供刘易斯 （ Ｓｔｅ ｖｅｎＷ．

Ｌｅｗ ｉｓ ）等学者对 中国社会

应链发生 了变化 ，如
“

全球麦当 劳化
”

。 跨国议题有所关注 。 除美 国学者之外 ，参加本 次

市场与跨国零售公司使得食品 的分配逐渐淡会议 的还有 中 国学者如 清华大学的魏红 、 中

化了地区不同 ，但 由 于人们 固有的社会背景国人 民大学 的刘谦 、浙江海洋学院 的 骆小平

和宗教信仰 ，对食物选择的便利性保证 了社等 。 议题主要集中在对于中 国文化传统下形

会特殊群体的食物偏好得 以持续 。 （
3

） 食品成的社会关系研究 、市场社会主义中 的 人际

安全 。 近些年来食品安全成为各国传统安全关系 、 中 国父母望子成龙造成 的家庭社会关

威胁之
一

。 研究主要聚焦于全球贸易与食品系 、中 国社会的食品安全 、 中 国农民工的社会

安全 、食品安全与幸福指数 、食品 营养安全 、 适应性、中 国大学生的 就业形势 、 中 国的教育

健康食物的界定等 。与诚信关系 等 。

三 、特别议题 ：聚焦纽约与 中 国社会四 、
2 0 1 5

“

ＥＳＳ
”

会议特点

1 ． 聚焦纽约 1 ． 坚持
“
一

刊
一 会

＂

， 持 续性 与 开放性

作为 当今世界上最大 的经济 中心 ，
也是并存

最富魅力 、活力和个性 的城市之
一

的纽约是美 国 东 部 社 会 学 学 会 （
Ｅａｓ ｔｅｒｎ

最典型 的 移 民城 市 。 纽 约有来 自 世界各地Ｓ ｏｃ ｉｏ ｌｏ
ｇ

ｉｃａ ｌＳ ｏｃ ｉｅｔ
ｙ ，ＥＳＳ ） 属 于公益组织 ， 旨

的移民 ， 移 民人 口 比例大且来源地遍及世界在提升社会学领域学者 的学术素养 ，并对有

各地 。 本次年会特地设置
“

聚焦纽 约
”

这一 志于社会学研究兴趣的人给予指导 。 该机构

重要议题 ，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 司法有 自 己 的学会委员会 ，每年组成人员不同 ，通

学院 （ ＪｏｈｎＪａｙＣ
ｏｌｌｅ

ｇ
ｅ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 ｌＪｕｓｔｉｃｅ

，过学者 自愿 申请和 同行投票产生主席和副 主

Ｃ ｉ ｔ
ｙ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

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 ） 的 奥 塞 霍席 ，任期一年 ，每年一换 。 学会 目前的主要活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Ｅ ．Ｏｃｅ

ｊ
ｏ） ， 哥 伦 比 亚 大 学动是

“
一刊一会

”

，

“
一 刊

”

是指 《 社会论坛 》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 ｓ ｉｔ

ｙ） 的 弗 雷 曼 （
Ｌａｎｃ ｅ （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 ｒｕｍ ） ，

这是由 同行专家匿名 评审 出

Ｆｒｅｅｍａｎ ） 、 纽 约瓦 格 纳 学 院 （
Ｗａ

ｇ
ｎｅ ｒ

，
Ｎ ｅｗ版的学术季刊 ， 内 容涵盖了社会学 以及相关

Ｙｏ ｒｋ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
ｙ ） 的 路 德 维 希 （

Ｂ ｅｒｎａｇｅｔ ｔｅ领域的专业和前沿研究 ，
包括理论和方法

，
强

Ｌｕｄｗ ｉ

ｇ ）等对纽约 的社会 问题进行 了 探讨 ， 调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元素 ，授权威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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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维 尔 （
Ｗ ｉ ｌｅ

ｙ

－Ｂ ｌａｃｋ ｗｅｌ ｌ
） 电子 出 版公 司 3 ． 学 术 交流 、

人才 培养 和招聘相结 合

出 版
，
该期 刊在社会学领域的 专业程度 和影通常在本次年会结束后 则 开始下

一年度

响因子均位于前列 。年会 主题征稿 ，
论文通过学会委 员 会审 核后

“
一会

”

是指一 年一 度 的 社会 学 年会 。则可 以 受邀参加 。 这也就意 味着
，
由 于准备

该年会从 1 9 3 0 年举办第一届 以来 ， 每年坚持时间长
，参与 者对 自 己 的议题有充分的 时 间

举办 ， 即使在二战 时期也未停止 ，

至今已经举来思考和准备
，
带着研究心得和 困 惑来参加

办 8 5 届 。 虽然名 字为
“

东部
”

， 但实际是全会议
，
并展示 自 己 的想法

，
在讨论环节

、
听取

美 的盛会 ，
全美 国各地高校 与研究机构 的学不 同 意 见 ，

起到抛砖 引 玉的作用 ，这使得会议

者都前来参加 ，
同 时世界其他 国 家 的社会学的交流有实质的 内 容和 价值 。 会议也非 常 注

领域专家也慕名 而来 。 由 于社会学研究的强重社会学学科的延续性和培养后起之秀 。 年——

相关性和会议 的开放性 ， 交叉学科 以及跨学会每年吸引众多参与者的原 因之
一是在会议学

、

科的研究学者都可 以 在这里找 到 自 己 的兴趣期 间举行社会学领域 的研究生论题 （ ｇ
ｒａｄ ｕａ ｔｅＪ

点 ， 都可 以 找到交流议题和平台 。ｅｄ ｕｃａ ｔ ｉｏ ｎ ） ： 如 何 成 为
一

名 优秀 的 社会 学博覆
2 ． 兼顾理论创 新 与 实践 应 用士

，
如何开展社会学研究工作 ，

如何撰写论文


会议不仅有关 于社会学理论 研究 的 探与 出 版等 。 会议期 间还举办多 场年轻硕士博

讨 ， 如 传统社会学 的研究 方法 主要是定性研士交流与 面试会 ， 以海报张贴形式为 主 。 刚

究
、 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 ，

以及运用这些方法毕业或 即将毕业的博士通过海报形式宣读 自

对传统社会学议 题的深入研究 ， 也有对随着己 的研究成果 ， 与 同行交流 ，寻求合适的 职业

时代变化产生新的社会议题的理论探讨 。 同发展机会 ， 同 时 ，许多社会学领域的专家也会

时 ， 会议也 欢迎应用 社会学 的研 究和适用 。到这个平台 ， 寻找能够与 自 己 项 目 合作 的青

社会学的宗 旨 在于 为社会服务 ， 这也是理论年才俊 ，
培养社会学接班人 。 这种将学术会

的落脚点和学科成长 的催化剂 。 美国 的应用议 、 高层次人 才培养与 招 聘结合 的会议组织

社会学一直很成功
，
被美 国 社会学界认可

，
这形式非常值得借鉴 。

也加快了社会学的成长和壮大 ，
并使社会学 2 0 1 6 年第 8 6 届 年会 已 经 开始筹备 ， 将

与 政府决策结合 ，
切实为 改变社会提供社会于 2 0 1 6 年 3 月 1 7

￣ 2 1 日在北美东部学术重

方法 。 比如美 国历史上 的 童工问题 、农 业技镇波士顿举办
，
主 题 为

“

日 常工作——学术

术推广 、联邦救济等决策 都是 由 应用社会 学生涯 中 的政治行为与 教育实践
”

。 该议题主

家最先提 出 、推进并得 以 成功 实施 的 。 在开要审视和反思教育工作者的 日 常教学科研实

放的学术环境下 ， 来 自 不 同领域的 学者运用践工作对整 个社会的价值观所起到 的潜移默

社会学的观点 和方法
，
了 解 、 分析 、研究社会化影响 。

实际生 活 、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
找到社会正

常运转的合理机制 ， 对社会起到 治疗 和 矫正 （ 责任 编辑 ： 祝伟伟 ）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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