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简历 

 

基本介绍 

左雯敏，男，江西宜春人，中共党员，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

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儒学与新社会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入选江苏省“双创博士”人

才引进奖励计划，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南京大学校级社科课题各 1项。研究方

向：农村社会学、地方政府行为、儒家社会思想。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助理教授

（2020-2023），曾挂职担任江西省靖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2019），曾赴韩国首尔大

学访学（2017）。曾主持或参与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国务院扶贫办、农业农村部等机构

研究课题 8 项，在中、日、韩的 30 多个地方做过专题调研，曾受邀在日本一桥大学、日本

亚洲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江西省万载县政府等机构授课，兼任多份学术期刊审稿人。 

邮箱 

wenminzuo@nju.edu.cn 

经历 

2023.12 至今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副研究员 

2020.09-2023.08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    助理教授 

2019.02-07       江西靖安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挂职调研 

2017.09-11       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        合作研究 

学历 

2016.09-2020.08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学博士 

2013.09-2016.07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学硕士 

2009.09-2013.07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社会学学士 

课程 

本科课程：《儒家社会思想研究导论》《农村社会学》 

硕士课程：《中国地方政府的社会学研究》《乡土中国研究专题》 

曾开本科课程： 

“Area Study Methods” 

《论语精读》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与政治》 

著作 

1.《论语与社会学：早稻田通识教育讲义》（中文，37.5 万字，2022 年，日本东洋出版） 

注：该书 2022 年获日本早稻田大学资助出版，韩语版拟于 2025 年在韩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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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身载道：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已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待出） 

论文发表 

1. 左雯敏、山田七绘，2025，《日本农业志愿者制度研究》，《南大日本学研究》（已收待刊）。 

2. 左雯敏，2024，《严复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观》，《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 5 日刊发。 

3. 左雯敏，2024，《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海洋空间观念》，日中社会学会『21 世紀東アジア

社会学』第 13号刊。 

4. 左雯敏，2023，《新乡贤与有效治理：中国士绅传统再反思》，《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第 2 期。 

5. 左雯敏，2023，《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学的国际教育》，早稻田大学 Waseda 

Global Forum第 19号刊。 

6. 左雯敏，2023，《多元与一体：费孝通的民族研究及最近动态》，日中社会学会『21 世

紀東アジア社会学』第 12号刊。 

7. 左雯敏，2022，《农村阶级与农民革命——以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为中心》，《思想战线》

第 1 期。 

8. 左雯敏，2022，《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社会学学科词条《许烺光》，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 

9. 左雯敏，2021，《远方的城镇化：打工飞地与跨越区域的村庄》，《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第 5 期。 

10. 左雯敏、焦长权、黄康佳，2021，《直过民族边疆村寨的务工难问题》，收入国务院扶贫

办中国扶贫发展中心编写的《决战贫困中的村庄：定点观测报告（2017-2019）》，中国

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 

11. 周飞舟、吴柳财、左雯敏、李松涛，2018，《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发展研究》第 1 期。 

12. 左雯敏，樊仁敬、迟孟昕，2017，《新中国城镇化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特征——基于城

乡关系视角的考察》，《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第 3 期。 

13. 左雯敏，2017，《横渠村：乡土社会中的农民合作》，《社会发展研究》第 1 期。 

口头报告 

1. 2024.12.5,《调研方法与报告撰写》，南京大学新生学院行知书院新生调查研究工作坊

第四期、青春对话第二期，特邀报告。 

2. 2024.10.26，『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主题研讨，翟学伟教授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学术

研讨会，受邀发言。 

3. 2024.10.9，《大社工与基层治理》，南京大学社会工作本科核心课程『社会工作行政』

特邀讲授。 

4. 2024.9.21，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Sociology：What Does Good Governance 

Mean Today?韩国理论社会学会特别研讨会，特邀报告。 

5. 2024.9.7，《“大棚房”问题的成因探究：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社会学分析》，长三角社

会学论坛，江苏苏州七都镇。 

6. 2024.7.7，《“大棚房”问题的成因探究：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

学年会县域社会学论坛，哈尔滨。 

7. 2024.7.6，《中国农村治理结构的深度理性化》，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治

理论坛，哈尔滨。 

8. 2024.6.5，《“大棚房”问题的成因探究：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社会学分析》，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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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院南雍群学青年学者讲堂（第 2 讲）。 

9. 2024.6.4，《毛泽东的农村社会学调查》，南京大学青年学者书院南雍群学学术工作坊，

盐城。 

10. 2024.5.29，《社会调查报告撰写方法》，南京大学社会实践行前课，南京大学校团委，

特邀授课。 

11. 2024.5.26，《悦读<论语>》，南京市栖霞区南炼新村社区特邀公益讲座。 

12. 2023.8.26，《中国农村治理结构的深度理性化》，江西万载县县乡干部周六论坛特邀授

课。 

13. 2022.11.19,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Rural Land System in China and Japan，
日本村落研究学会年度大会。 

14. 2022.11.12, Study on Agricultural Volunteer Program in Japan，日本社会学会

年度大会。 

15. 2022.08.18, 《近十年中国城乡格局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变化：从微观案例到宏观分析》，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受邀专题讲座。 

16. 2022.07.29，《关系研究再出发：中国县域政治中的人事制度研究》，日本亚洲经济研究

所中国政治研究班，受邀专题讲座。 

17. 2022.06.04, Rational Change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日中社会学会年度大会。 

18. 2021.11.27, Diversifying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Beyond 
Englishization Through CLIL Courses on Chinese Society，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okyo (Online). 

19. 2021.11.06, Preventing Social Fracture: Case Study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stry in China's Village，日中社会学会秋季大会。 

20. 2021.07.04，《社会调查方法研讨》，北京大学公共管理（贫困治理方向）硕士班，受邀

专题授课。 

21. 2018.12，《<士丧礼>中的“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论坛。 

22. 2018.07，《论费孝通的“士绅观”》，中国社会学年会青年博士论坛。 

23. 2018.07，《理想类型、历史个体与人格分析——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再反思》，中国社

会学年会社会理论的经典重释与当代发展论坛。 

24. 2017.12, An Interpretation of Fei Xiaotong's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smopolitanism (co-author, with HAN Sangjin), 

Global China Dialogue Forum, London. 

25. 2016.07，《关中农民合作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学年会中国社会思想史论坛。 

课题 

1. 2025-，“以身载道：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主持。 

2. 2024-2025，“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研究”，南京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项，主持。 

3. 2022-2023，須恵村再訪：熊本県農村の都市化と社会変遷，早稲田大学特定課題研究

費，主持，已结项。 

4. 2021-2022，石神村への再訪：日本東北農村の産業発展と社会構造，早稲田大学特定

課題研究費，主持，已结项。 

5. 2021, Study on organizational mode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Taking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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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okyo as an Example, Waseda University Grant for Special Research Projects，

主持，已结项。 

6. 2020，全国贫困村定点观测典型调查，国务院扶贫办，北京大学课题组成员。 

7. 2020，义乌宅基地改革专题调研，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课题组成员。 

8. 2019，制度规则与个人关系：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字格”研究基

金，主持，已结项。 

9. 2018，全国贫困村定点观测典型调查，国务院扶贫办，北京大学课题组成员。 

10. 2017，石家庄市域城镇化调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大学课题组成员。 

调研经历 

1. 2010 年 08月，湖北武汉房地产市场调研 

2. 2010 年 12月，湖北武汉“低碳”城市建设的公众参与和社会评价调研 

3. 2011 年 04 月，河南开封农村合作社发展经验调研 

4. 2011 年 07月，江西赣州乡村治理调研 

5. 2011 年 08月，湖北孝感返乡农民工生活状况调研 

6. 2011 年 10月，湖北黄冈农村代际关系调研 

7. 2012 年 07月，湖北咸宁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8. 2013 年 03月，江西宜春事业单位改制调研 

9. 2013 年 08月，湖北恩施新型城镇化道路调研 

10. 2014年 06月，贵州贵安新区转型期各阶层社会心态调研 

11. 2014年 07月，陕西宝鸡横渠村村庄治理调研 

12. 2014年 08月，山东德州农民上楼调研 

13. 2014年 09月，广东深圳考古文博市场人才需求调研 

14. 2015 年 06月，浙江海宁经济转型与社会治理调研 

15. 2017 年 03月，广东中山公积金扩面调研 

16. 2017 年 07月，河北石家庄城镇化调研 

17. 2017 年 07月，浙江海宁产业转型调研 

18. 2017 年 10月，韩国首尔南郊农村调研 

19. 2018 年 06月，河北保定脱贫攻坚调研 

20. 2018 年 07月，浙江海宁产业转型与社会治理调研 

21. 2018 年 08月，云南省脱贫攻坚调研 

22. 2018 年 11月，江西石城脱贫攻坚调研 

23. 2019 年 02月，江西靖安基层治理调研 

24. 2020 年 08月，安徽三村脱贫攻坚调研 

25. 2020 年 08月，江西靖安乡村旅游调研 

26. 2020 年 08月，浙江义乌宅基地调研 

27. 2021 年 08月，日本岩手县石神村调查 

28. 2021 年 09月，日本东京华人调查 

29. 2021 年 12月，日本岩手县石神村调查 

30. 2022 年 1-12月，日本千叶县八千代市调研（麦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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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22 年 08月，日本熊本县须惠村调研 

32. 2023 年 02月，日本东京芝园团地调研 

33. 2023 年 08月，江西省万载县花炮产业调研 

34. 2024年 07月，江西省宜春市，青年参与乡村振兴 

35. 2024年 08月，江西省上高县，乡村教育现状调查（翰堂镇） 

36. 2024年 10月，江苏省建湖县，产业转型与社区治理 

37. 2025 年 1月，江西省靖安县，土地制度改革 

学术团体/兼职 

2024年 12月至今，南京市信访工作专家智囊协会会员 

2024年 12月至今，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儒学与新社会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2021 年 9月至今，日本社会学会会员 

2021 年 6月至今，日本村落研究学会会员 

2021 年 4 月至今，日中社会学会会员 

学术审稿 

日中社会学会会刊《日中社会学研究》审稿人 

日本生活学会会刊《生活学論叢》审稿人 

北大-早大合作研究交流会（PKU-WASEDA Workshop）年度集刊审稿人 

荣誉 

2011 年，国家奖学金 

2013 年，湖北省优秀学士论文 

2016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 

2017 年，北京大学三好学生 

2018 年，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优秀科研奖 

2019 年，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导师：周飞舟） 

2019 年，全国贫困村定点观测典型调查优秀报告（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扶贫发展中心） 

2024年，入选江苏省“双创博士”人才引进奖励计划 

近期关注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的县政府 

土地制度改革创新 

从《论语》等儒家典籍探索儒学与社会学的学术关联 

Office hour 

每周三下午 15:00-17:00，请提前邮件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