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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李爱芹，1976年3 月生，硕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来主持和完成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江苏省社科研究应

用精品课题1项以及校级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项目各1项。近年来，在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科领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其中核心期刊、CSSCI期刊、CSSCI扩展

版期刊近10篇。

研究领域：

1.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2.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 

教育背景：

2000年09月- 2003年6月: 河海大学，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94年09月- 1998年7月: 徐州师范大学，本科，获学士学位。

主讲课程：

本科生：《社会问题概论》、《家庭社会工作》

研究生：《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老年社会工作》 

主要科研及获奖情况:

主要科研立项：

1.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应对机制研究（2020）,1万，在研。

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12SHC008），4万，已结项。

3.江苏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苏省社科研究应用精品课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与出路研究（12SYC-067），已结项。

4.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11XWA15），已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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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探索性研究（07XWB05），已结项。

论文发表情况：

1. 婚姻要价_代际剥削与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_基于对苏北C村的考察，《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2）

2.农村光棍群体遭遇的社会排斥及其消解策略——基于苏北H村的调查.《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9（3）（CSSCI扩）

3. 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表现形式、产生逻辑与治理路径.《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9（3）

4.全面二孩_政策背景下女性职业发展困境及其化解，《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4）

5. 农民工非制度化表达的生成逻辑及其化解之道，《内蒙古科技》，2016（10）

6.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缺陷与完善——以“城保”模式、“仿城”模式和“综保”模式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核心），2015（8）.

7.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J].广西社会科学（核心），2010（6）.

8.农民工阶层的社会排斥研究[J].晋阳学刊（核心），2007（2）.

9.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危机及其化解策略[J].广西社会科学（核心），2009（8）.

10.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实证调查与政策建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2008（1）.

11.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和完善[J].农业现代化研究（核心），2009（3）.

12.农村光棍群体遭遇的社会排斥及其消解策略——基于苏北H村的调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CSSCI扩展）.

13.农民工非制度化表达的生成逻辑及其化解之道[J] .内蒙古科技，2016（10）.

14.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14（4）.

15.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与政策选择[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3（4）.

16.农民工权益维护的障碍与出路[J].重庆社会科学，2008（5）.

17.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9（11）.

18.农村青年流动对家庭关系的影响[J].黑河学刊，2008（5）.

19.青年农民工择偶观念与行为的实证分析[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

获奖情况:

1.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排在政治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的114位，政党与群众研究的94位。

2.2011年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3.2009年获得“法政学院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评优赛一等奖”

4.多次获得“校毕业论文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校先进工作者”称号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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