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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政治学博士（Ph.D）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06.1

政治学硕士（M.A.）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提前攻博）

法学学士（LL.B）   河南大学政教系                   2000.7

工作经历

访问学者           杜克大学          2018.3-2020.1

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2014.12-至今

副系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2009-2015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2008.12-2014.12

讲师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2006.4-2008.12

学术兼职

上海市政治学会常务理事

华东师范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

华东师范大学政府治理与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主任

学术丛书“民国政治与行政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

研究领域

政治学理论、国家理论、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社会政治分析、社会组织治理、公共事件与政策变迁



教授课程

本科生课程

政治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政治分析、专题论文写作的理论与实践、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硕士生课程

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与方法（拼盘课）、西方政治学原著选读、中国社会政治分析、公共事件与中国政策变迁

博士生课程

政治学理论前沿

荣誉与奖项

上海市“社科新人”（2017）

上海市“曙光学者”（2016）

上海市“精品课程”（2016）

上海市“重点课程”（2014）

上海市“申银万国”奖（2009）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心目中最优秀教师奖”（2016）

科研项目

[1]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19ZDA133·首席专家）

[2]上海市曙光学者项目：“威权与民生框架下的社会组织治理（16SG23·主持）”

[3]上海市教委重点项目：“枢纽性社会组织研究”（2013·主持）



[4]国家社科项目：“政府管理民间社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0CZZ030·主持）

[5]上海社科项目：“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及其再生产研究”（2010FZZ002·主持）

[6]教育部社科项目：“义乌工会维权研究”（（06JC810002·主持）；

[7]上海市优青基金：“法团主义与中国政治发展”（2008·主持）

[8]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城市基层直接选举研究”（2006·参与）；

[9]国家社科项目：“民国政治学研究”（04BZZ001·参与）；

学术发表成果

出版著作

[1]独著：《准官僚组织的自主性：义乌工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2]独著：《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3]合著（第一作者）：《危机事件中的社会组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4]合著（第一作者）：《公共事件：缘起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5]译著：《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第二版/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014年

[6]合著（第二作者）：《中国城市基层直接选举研究》，重庆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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