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伯清，男，1966 年出生，江苏南通人。先后在南京大学少年部、南开大

学社会学系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并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兼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时空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社会变迁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社会学会会长。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计划”，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和江苏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社会治理、社

会学思想史。

个人著作：

1、《情感、叙事与修辞——社会理论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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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消费社会’的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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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启蒙运动？当代社会理论的重新定位”，《南京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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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从乌托邦到好社会——西方社会建设理念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

24、“我们时代的道德焦虑”，《探索与争鸣》2007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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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增长机器与辉煌景观——从隐喻的角度反思中国城市发展”，《21 世纪东亚社会学》

第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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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15 年第 5期全文转载】；

42、“世代差异、感受结构与社会变迁——从文化反哺说起”，《河北学刊》2015 年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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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资料《社会学》2015 年第 12 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 年第 3 期转载；

《社会学文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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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人大复印资料《社

会学》2017 年第 8 期全文转载；《社会学文摘》2018 年转载】；

48、“激情与社会——马克思情感社会学初探”，《社会学研究》2017 年第 4 期；

49、“心性、人伦与秩序——探求中国社会学之道”，《南京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人

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18 年第 5期全文转载】；

50、“学术的悬浮化及其克服”，《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4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19

年第 3期全文转载】；

51、“市域社会治理:取向与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1 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

学》2020 年第 3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20 年第 8 期全文转载】；

52、“从修己到治人——自我技术视角下儒家伦理的早期嬗递”，《山东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2 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21 年第 3 期全文转载】；

53、“自我、中介与社会——作为情感机器的互联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0 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22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

54、“前行即正义：对于‘躺平’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12 期【人大复印资料

《社会学》2022 年第 5 期全文转载】；

55、“多元现实与多重自我：元宇宙中意义的滋生与湮灭”，《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 4 期；

56、“文明与天下：世界秩序的社会学想象”，《社会》2022 年第 6 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

学》2023 年第 6期全文转载】；

57、“效率、公平与结构——社会学视野中的共同富裕”，《南京社会科学》2023 年第 7 期；

主持完成和承接的科研项目：

1、80 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理论新进展评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98 年，主持人。

2、从自我技术看儒家伦理的早期嬗变，中流-喜玛拉雅文教学术奖助金，2003 年，主持人。

3、西方社会学中有关风险的理论，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研究基地项目，2004 年，

主持人。

4、情感社会学新进展评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05 年，主持人。

5、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历史沿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社会建设理论的比较研究”

子课题，2005 年，主持人。

6、《真正的穷人》译介，上海都市文化 E-研究院，2008 年，支持人。

7、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社会学理论评析》，中宣部，2008 年，课题组主

要成员。

8、江苏省十二五文化建设发展对策研究，江苏省发改委，2009，支持人。

9、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体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2011 年，主持人。



10、生命政治的谱系——当代欧洲激进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2013 年，主持人。

11、当前社会心态的成因诊断与引导策略研究，江苏省第四期“333 工程”资助科研项目，

2013 年，主持人。

12、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南京的创新实践研究，南京市委政法委委托项目，2018 年，主

持人。

1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编号 20AZD090），2020 年，主持人。

南京平安指数研究及季度分析报告，南京市委政法委项目，2021 年，主持人。

14、先秦思想资源与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南京大学-双一流经费-中长期研究专项，2021，

主持人。

15、南京平安指数研究及季度分析报告，南京市委政法委项目，2021 年，主持人。

16、新时期特大城市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以南京为例，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22 年，主持人。

17、微网格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手册，南京市建邺区政法委项目，2022 年，主持人。

18、人工智能与社会学策略，华为公司项目，2023 年，主持人。

19、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历史演变与借鉴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2024

年，主持人。

获奖情况：

2000 年，《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获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1 年，《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3 年，《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

2004 年，《社会学的修辞》获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4 年，作为“社会学应用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模式与实践”的主要完成人（4/5），获江苏

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5 年，作为“社会学应用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模式与实践”的主要完成人（4/5），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8 年，《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获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一等奖。

2009 年，《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获中国社会学会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2009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1 年，入选江苏省第四期“333 工程”第三层次。



2013 年，入选江苏省第四期“333 工程”第二层次。

2013 年，作为“社会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为社会建设培养复合型创新性人才”的主要完成

人（3/5），获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2014 年，作为“社会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为社会建设培养复合型创新性人才”的主要完成

人（3/5），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4 年，《“门户私计”的社会逻辑——从孙本文有关门阀的论述讲起》获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5 年，《“门户私计”的社会逻辑——从孙本文有关门阀的论述讲起》获教育部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2016 年，《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

2018 年，《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9 年，《激情与社会——马克思情感社会学初探》获陆学艺社会学优秀论文奖。

2019 年，《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

学）二等奖。

2020 年，《激情与社会——马克思情感社会学初探》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21 年，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参与修订的《社会学概论》（第二版）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二等奖。

2022 年，入选国家级教学名师。

2023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