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筹） 

首届（2019 年）学术年会第三轮通知（会议日程更新）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将加强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此部分的重要组成内容提出，足见社会治理工作及心

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2018年5月5日，中国心理

学会第十二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批准设立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

委员会（筹）。为了更好地推动专委会的筹备工作，促进社会治理心理学的研究，

探讨如何更好地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治理实践，特举办中国心理学会

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筹）首届（2019年）学术年会。 

本次会议由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筹）主办，南京师

范大学心理学院承办，江苏省心理学会、浙江心里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协办。 

会议将邀请多位知名学者，就心理学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等

各个层面开展深入交流对话与思想碰撞，以期更好地助推中国社会治理心理学的

研究进展。我们诚挚邀请各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学

术交流，我们也欢迎未投稿的同仁前来参会！ 

 

一、会议主题 

心理学助推社会治理 

 

二、会议组织 

组织委员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筹）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三、会议日程安排（详细日程见附件 1） 

2019 年 3 月 29~31 日。 

会议议程：29 日全天报到。报到地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随园校区） 

29 日晚 8:00  召开专委会（筹）工作会议 

30 日~31 日  学术研讨会（含大会特邀报告、专题论坛、小组报告） 

 

 

四、会议地点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五、会务相关说明 

1、本次会议往返交通和会议期间食宿费用自理。 

2、本次会议不安排酒店协助预订、车辆接站和送站等事宜，请参会人员自

行提前做好安排（会议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 122 号）。 

 

六、会务费 

中国心理学会在册普通会员（已缴纳本届会费的普通会员）每人 1000 元，

非中国心理学会会员（未缴纳本届会费的普通会员）每人 1200 元，在读学生代

表每人 600 元。（会议提供发票） 

 

七、会务费缴纳方式 

现场刷卡（可刷公务卡）缴费。 

 

八、会务组联系方式 

学术、组织等事宜，请联系杨沈龙（专委会秘书），电话 15389428303，邮

箱 yangsl@mail.xjtu.edu.cn。 

会费、接待等事宜，请联系李凯（南京师范大学），电话 17768102621，邮

箱 likaishuilingling@qq.com。 

诚挚邀请您参会 ！ 

 



附 1：会议日程表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筹） 

首届（2019 年）学术年会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3 月 29 日 

(周五) 
9:00~21:00 报到   

3 月 30 日 

(周六) 

上午 

8:30~8:45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刘玉梅 
100 号楼前

大草坪 

8:45~9:15 

开幕式 

邓铸院长致欢迎辞 

中国心理学会周晓林理事长致辞 

郭永玉 

田家炳楼国

际报告厅 

9:15~9:40 
特邀报告 1：时  勘 

国家健康战略与社会心理促进 
杨玉芳 

9:40~10:05 
特邀报告 2：韩布新 

乡绅心理——从差序格局说起 

10:05~10:20 茶歇  

10:20~10:45 
特邀报告 3：王俊秀 

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维度和测量 
傅  宏 

10:45~11:10 
特邀报告 4：辛自强 

社会治理心理学：面向中国现实的新学科 

11:10~11:35 
特邀报告 5：许  燕 

健康社会与社会治理 

叶一舵 11:35~12:00 
特邀报告 6：赵玉芳 

低社会阶层更有攻击性吗？ 

 

12:00~12:25 
特邀报告 7：杨  波 

毒品问题的社会治理 

下午 14:00~15:50 

分组报告 1： 

社会治理与认知心理研究 

吴胜涛 

陈丽娜 

心理学院 

102 

分组报告 2： 

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理论研究 

吴继霞 

茆家焱 

心理学院 

108 

分组报告 3： 

社会治理中的社会心态研究 

陈志霞 

杨沈龙 

心理学院 

308 

分组报告 4： 

社会治理中的社会行为研究 

丁  毅  

陈雅茹 

心理学院 

310 

分组报告 5： 

国民心理健康及其促进研究 

熊  猛  

黄佳丽 

心理学院 

312 

分组报告 6： 

社会治理心理学应用研究 

李小新 

刁文然 

心理学院 

412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3 月 30 日 

(周六) 
下午 

15:50~16:10 茶歇   

16:10~16:35 
特邀报告 8：谢晓非 

舌尖上的安全：跨越风险沟通的障碍 

陈建文 

田家炳楼国

际报告厅 

16:35~17:00 
特邀报告 9：朱廷劭 

大数据心理研究应用于社会治理的探索 

17:00~17:25 

特邀报告 10：刘海燕 

心理安全社会风险形成的演化机制 

 
喻  丰 

17:25~17:50 
特邀报告 11：刘正奎 

重大突发事件后个体与群体的应激反应特点与应对 

3 月 31 日 

(周日) 
上午 

8:30~10:00 

专题报告 1：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与方法研究 
高承海 

心理学院 

108 

专题报告 2： 

新时代背景下维护国民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 
董  妍 

心理学院 

308 

专题报告 3：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心态 
伍  麟 

心理学院 

310 

专题报告 4： 

毒品依赖者的戒毒意志力研究 
刘长江 

心理学院 

312 

10:00~10:20 茶歇   

10:20~10:45 
特邀报告 12：孙时进 

整合心理学视角的社会发展与治理 

杨莉萍 

田家炳楼国 

际报告厅 

10:45~11:10 
特邀报告 13：徐富明 

行为的公共政策：来自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洞察力 

11:10~11:35 
特邀报告 14：刘永芳 

人类合作行为研究的前沿问题 

蒋  奖 

11:35~12:00 
特邀报告 15：陈丽君 

治理之道攻心为上 

12:00~12:15 闭幕式 郭永玉 



附 2：特邀报告人简介（按报告时间顺序） 

 

时勘 

题目：国家健康战略与社会心理促进 

报告人时勘，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

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大学社会与组织行为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学部社会心理学调

研中心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监事长、亚洲组织与员工促进（EAP）协

会主席。主要从事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心理学研究工作，研

究兴趣集中于领导行为及危机管理、 基于胜任特征模型的人力资源开

发和 EAP 组织与员工促进计划。 

 

韩布新 

题目：乡绅心理——从差序格局说起 

报告人韩布新，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位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系岗位教授；国际应用心理协会（IAAP）前秘

书长；亚洲心理协会（APsyA）理事；中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副

会长；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候任理事长、

常务理事、老年心理学专委会主任；研究心理健康发展、认知年老化、

宗教心理学；获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IUPsyS）杰出贡献奖（2004）、

中国科协先进工作者（2006）、国际应用心理协会（IAAP）杰出贡献奖（2018）等。 

 

王俊秀 

题目：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维度和测量 

报告人王俊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

任，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

院国家治理智库研究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2016 年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心理建设：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路径》（项目批准

号 16ZDA231）首席专家。 

 

 

辛自强 

题目：社会治理心理学：面向中国现实的新学科 

报告人辛自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

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筹）

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筹）主任，《心

理技术与应用》主编及多家国内外期刊编委。从事社会心理和经济心

理研究，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重点、一般课题多项，发表中英文学术

论文 200 余篇，被引用 7000 余次，出版《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

学研究方法新进展》、《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等专著教材 8 部，4 次获省部级奖励。 

 

 



 

许燕 

题目：健康社会与社会治理 

报告人许燕，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

大学社会建设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人格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心理学报》、《心

理学探新》副主编。 

 

 

赵玉芳 

题目：低社会阶层更有攻击性吗？ 

报告人赵玉芳，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危机干

预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员。第三届、第四届重庆

市心理学会理事，重庆市心理学会第三届学校委员会主任、第四届

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委员会主任。 

 

 

杨波 

题目：毒品问题的社会治理 

报告人杨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教师，教授，刑法学犯

罪心理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实验室主任。兼任

司法部“循证矫正的理论与实践”领导小组成员及核心专家，中国药

物滥用防治协会“药物滥用与犯罪心理学分会”会长，中国社会心理

学会“司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筹）”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社区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筹）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学分会

和人格心理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教学工作委员会及心

理危机干预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理事等，《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编委。 

 

谢晓非 

题目：舌尖上的安全：跨越风险沟通的障碍 

报告人谢晓非，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内最早从事风险认知与决策研究的

学者之一。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 100 余篇，并先后主持了 10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研

究领域包括：风险认知与决策问题、企业风险沟通及压力管理；企

业内部合作、竞争与冲突以及团队建设。



朱廷劭 

题目：大数据心理研究应用于社会治理的探索 

报告人朱廷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

科学院“百人计划”学者，分别于 1999 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和 2005 年加拿大 Alberta 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科技部 973 和 863、中科院 A 类先导专项

等多项研究课题，发表论文 60 余篇。致力于心理与行为科学大数据

的交叉研究，实现了对用户心理特征的及时有效的识别，为心理学

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刘海燕 

题目：心理安全社会风险形成的演化机制 

报告人刘海燕，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第三届学校心理专业委员会委

员，全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教管理研究会理事；《World Medical & Health 

Policy》杂志编委。从事心理安全、动机与情绪、心理健康教育、人

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在专业核心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80 多篇，出版学术专著 6 部 

 

 

刘正奎 

题目：重大突发事件后个体与群体的应激反应特点与应对 

报告人刘正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副主席，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长，国际 EAP 协会

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服务机构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研究领

域为心理创伤研究与心理援助。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80 多

篇，主编出版图书 9 本，获取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4 项，撰写的政府咨询报有 12 篇得到中办

与国办采用，主持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软科学重点项目和国家自然基金委专项等

20 多项。2016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骨干人才）。 

 

孙时进 

题目：整合心理学视角的社会发展与治理 

报告人孙时进，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心理学会副监事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整合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筹)主任，上海市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



 

徐富明 

题目：行为的公共政策：来自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洞察力 

报告人徐富明，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行为决策与应用、应用社会心理学与经济心理学、组织行为与管

理心理学、教师职业心理学等。 

 

 

 

刘永芳 

题目：人类合作行为研究的前沿问题 

报告人刘永芳，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标准与服务研究

委员会委员、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应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行为科学学会副会长（行为心

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参

加过中央党校“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高级研

修班”，先后四次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德国柏林“Max Planck人类发展研究所”开展人类判

断与决策问题的合作研究。现从事决策心理学、经济与管理心理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曾承担和正在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和重大项目

及东航、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中心等多家企业委托的课题，在《心理学报》及国外 SCI

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数次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陈丽君 

题目：治理之道攻心为上 

报告人陈丽君，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Human development》季刊理事会常务理事，美国怀特州立大学 Raj 

Soin 商学院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美国“Alpha Kappa Epsil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onor Society”终身荣誉会员。研究领域包括人

事测评、政府公信力、个体和组织诚信、公共政策和决策行为、平安

治理、政策绩效评估等。曾主持国家社科、国家自科、省社科规划、省软科学项目等国家和

省部级纵横向课题三十多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专著 40 余篇。 



附 3：南京师范大学周边住宿信息 

 

1.南山专家楼（参考价位：260 元/晚） 

位置：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 122 号，校内。电话: 025-83292888  

 

2.南京敬师楼大酒店（参考价位：320 元/晚） 

位置：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 122 号，校内。电话: 025-83598726  

 

3.南京古南都饭店（参考价位：530 元/晚） 

位置：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208 号，距离会场约 250 米。电话: 025-83311999  

 

4.隽恒酒店（参考价位：498 元/晚） 

位置：南京市鼓楼区西康路 1 号，距离会场约 200 米。电话: 025-69627788  

 

5.如家快捷酒店（参考价位：270 元/晚） 

位置：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西路 1 号，距离会场约 1000 米。电话: 025-58713399  

 

6.布丁酒店宁海路南师大店（参考价位：180 元/晚） 

位置：南京市鼓楼区苏州路 17 号，距离会场约 1200 米。电话 025-85038666  

 



附 4：机场或火车站到南京师范大学乘车路线 

 南京禄口机场——南京师范大学 

乘地铁 s1 线（南京南站方向）7 站，在南京南站下车，换乘地铁 1 号线（迈

皋桥方向）9 站，在珠江路站（4 口出）下车，步行 230 米，在广州路·中山

路站乘 6 路 (或 91 路、d17 路、160 路 )公交 3 站，在脑科医院站下车，步行

580 米，到达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票价 9 元）。 

乘机场巴士 1 号线 4 站，在七里街（机场宾馆）站下车，步行 10 米，在七

里街北站上车乘 60 路公交 10 站，在拉萨路站下车，步行 930 米，到达南京

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票价 22 元）。 

打车约 140 元。 

 南京南站——南京师范大学 

在南京南站乘地铁 1 号线（迈皋桥方向）9 站，在珠江路站（4 口出）下车，

步行 230 米，在广州路·中山路站乘 6 路 (或 91 路、d17 路、160 路)公交 3

站，在脑科医院站下车，步行 580 米，到达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票

价 5 元）。 

在南京南站乘地铁 3 号线（林场方向）10 站，在鸡鸣寺站下车，站内换乘，

步行 90 米，乘地铁 4 号线（龙江方向）2 站，在云南路站（2 号口出）下车，

步行 840 米，到达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票价 3 元）。 

打车约 38 元。 

 南京站——南京师范大学 

在南京站乘地铁 1 号线（中国药科大学方向）3 站，在鼓楼站下车，站内换

乘，步行 80 米，乘地铁 4 号线（龙江方向）2 站，在云南路站（2 号口出）

下车，步行 840 米，到达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票价 2 元）。 

打车约 23 元。 



附 5：会议期间天气 

 

 

 

穿衣提示： 

早晚温差大，请注意增减衣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