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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历 
2016-3-17 

一、个人情况 
姓名：    靳小怡                      性别：    女 
出生年月：1973 年 4 月 15 日            出生地：  陕西省西安市 
通讯地址：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 28 号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邮编： 710049  电话：029－82668384（办） 
电子信箱：xiaoyijin@mail.xjtu.edu.cn.   
 
二、获学位情况 
 1992 年 9 月至 1996 年 7 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英语系，科技英语专业，文学学士 
 1994 年 9 月至 1996 年 2 月，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国际贸易系 ，国际贸易专业，辅修 
 1996 年 9 月至 1999 年 4 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国际经济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专业，

国际经济研究方向，法学硕士 
 1999 年 3 月至 2003 年 4 月，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人口所，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人口与

经济系统工程研究方向，管理学博士 
 

三、工作经历 
 2003 年 3 月至 2005 年 1 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博士后 
 2005 年 1 月-2007 年 7 月，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2005 年 5 月-2006 年 8 月，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Morrison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Resource Studies)，博士后 
 2005 年 7 月-11 月，美国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访问学者 
 2007 年 1 月，入选西安交通大学首届“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2007 年 1 月，认定为副博导 
 2007 年 9 月至今，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导 
 2007 年 9 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2008 年 11 月至今，西安交通大学，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9 年 4 月至今，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骨干成员 
 2009 年 6 月至今，西安交通大学“卓越团队支持计划” 骨干成员 
 2013 年，入选陕西省三秦人才支持计划 
 2014 年 4 月-10 月，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人口与生态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014 年 12 月，入选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 
 2014 年 12 月，受聘西安交通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专家 
 2010 年至今，公管学院导师制第四团队召集人 
 2013 年至今，社会学原理本科生专业课责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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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兼职： 
 2006 年 12 月至今，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专业委员会会员 
 2007 年 12 月至今，中国人口学会理事。 
 2010 年 9 月至今，陕西省人口学会常务理事。 
 2010 年 9 月至今，陕西省第三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2007 年 6 月至今，西安市人口学会理事。 
 2007 年至今，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四、教学 
授课情况： 

 2007.10-2008.1: 社会网络研究导论，研究生公共课，40 学时（合作主讲） 
 2006.9-2007.1: 人口学原理，本科生专业课，32 学时 
 2007.3-2007.7: 人口学原理，本科生专业课，32 学时 
 2009.2-：社会学原理，本科生专业课，48 学时（合作主讲） 
 2012.9-2013.1：专业英语，本科生专业课，32 学时 
 2012.9-：公共政策分析，研究生专业课，40 学时（合作主讲） 
 2012.9-：公共政策分析，双证 MPA 专业课，40 学时（合作主讲） 
 2012.8：公共政策分析，单证 MPA（海盐）专业课，40 学时 
 2013.9-：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博士生专业课，40 学时 

 
五、主持和参加课题情况 
主持/参与的平台与重大攻关项目： 

1. 2003-2006，“复杂环境下的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国家 211-2 期工程项目，西安交通

大学 211 工程 “管理创新” 重点研究项目子项目，经费 55 万元，主要参与人（排名第

二）。 
2. 2004-2009，教育部 985-2 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与管理创新”国家社科创新基

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方向两负责人之一。 
3. 2009－2012，“性别失衡和公共安全”，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经

费 300 万元，团队骨干成员（排名第二） 
4. 2009－2014，“卓越团队合作计划”（与斯坦福大学合作），西安交通大学 985-3 工程，

经费 400 万元，团队骨干成员（排名第一） 
5. 2009-2011，“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攻关课题（08&ZD048），经费 50 万元，子课题“性别结构失衡下不同个人与社区的脆

弱性、失范与安全研究” 负责人。 
6. 2009-2012，“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模式与推进路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招标课题（09&ZD057），经费 60 万元，子课题 “中国农村老龄化背景下养

老模式的现状与需求研究” 负责人。 
7. 2009-2011，“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研究”，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08JZD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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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子课题“性别失衡治理的国际比较研究”，经费 80 万元，子

课题“根治性别失衡、促进社会稳定的对策研究”，10 万元（两主持人之一）  
8. 2013-2016，“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可持续生计与公共服务均等

化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44），首席专家，80 万元 
9. 2015-2018，“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计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市民化的核心

问题及对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044），子课题“” 
主持课题： 

1. 2003 年至 2005 年，“子女外出打工对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影响研究”，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基金号：2003033510，经费 1 万元。 
2. 2005-2006，“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研究”，深圳市委市政府项目，经费 25 万元，

两主持人之一。 
3. 2005-2007，“农村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再构建及其对婚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基于社会

性别视角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号：05CRK002，经费 6 万元。 
4. 2007 年至 2010 年，“中国女性缺失与社会稳定：对国际安全的意义”，斯坦福大学“校

长国际研究创新基金”，与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生物学系、历史学系和人口与资源研

究所合作项目，经费 30 万美元，两主持人之一。 
5. 2007 年至 2008 年，“农村大龄男性的性问题研究”，法国国立人口研究中心，经费 7500

欧元，两主持人之一。 
6. 2007-2011，“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小团体结构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NCET-07-0668），经费 20 万元。 
7. 2008-2013，“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合影响研究”，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经

费 2 万元。 
8. 2009-2012，“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融合研究”，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09BRK009），经费 10 万元。 
9. 2010-2012，“农民工社会网络小集团现象及社会后果研究”，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

校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资助项目（121093），经费 1.4 万美金。 
10. 2011-2013，“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公共安全问题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金,西安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科研新兴前沿项目（sk2011031），经费 4 万 
11. 2012-2016，“流动人口对区域社会系统影响的评估和预警技术”，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项目“流动人口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评估及决策支持集成平台示范应用”子课题

2012BAI32B07-02，经费 35 万 
12. 2013-2014，“深圳市坪山新区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对策研究”，深圳市坪山新区政府，

19.5 万 
 
参与课题： 

1. 2000 年 11 月-2001 年，“中国农村婚姻形式与养老研究”课题，国家计生委课题、与斯坦

福大学合作项目，经费 23 万元，主要参与人（排名第 3）。 
2. 2004 年 3 月-12 月，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子课题“社会性别视角下面向弱势群体保护与发展

的人口战略分析”，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序号：C05-03，经费 12 万元，主

要参与人（排名第 4）。 
3. 2004 年 6 月-2005 年 6 月，“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机制研究——基于人口流动引起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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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观念与行为演变的影响分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4BRK001），经费 7 万元，主要

参与人（排名第 2）。 
4. 2002-2007，“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文化扩散及其社会人口后果”，与美国斯坦福大学、

圣塔费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复旦大学合作研究项目，部分接受美国 NIH 基金资

助(项目号 AG017253－06)，经费 56 万元，主要参与人（排名第 2）。 
5. 2005-2007，“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城乡人口流动及其影响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05ARK001），经费 12 万元，主要参与人 
6. 2007-2009，面向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复杂社会网络模型研究与应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70671083），经费 20 万，主要参与人（排名第 3）。 
7. 2006-2007，“国家关爱女孩行动启动研究”，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经费

11 万元，主要参与人 
8. 2007-2008，“促进中国性别平等与社会稳定的公共政策研究”，国家软科学研究基金项

目（20042006GXS2B041），经费 8 万元，主要参与人 
 
六、学术活动情况 
国内： 

1. 2001 年 10 月 25 日. “中国健康老龄化研究国际论坛”，北京 
2. 2002 年 5 月 27-23 日，“第一届信息与管理科学国际会议”（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西安，发表论文“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 based on a modified neural networks”，作者：靳小怡 

3. 2003 年 10 月 13-15 日，“第四届华裔老年人研究论坛”（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Elderly），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北京 

4. 2004 年 5 月 10-11 日，“人口视窗与健康老龄化：社会经济的挑战与机遇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mographic Window and Healthy Ageing: Socioeconomi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与北京大学健康老龄化与

家庭研究中心主办，北京 
5. 2004 年 6 月 9-11 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学术研讨会”，中

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北京 
6. 2004 年 10 月 23－24 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中国人口学会和上海市人

口学会等主办，上海。宣读论文“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来

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作者：靳小怡等 
7. 2004 年 11 月 15－24 日，“海峡两岸研究生论坛”，中山大学中华公共事务管理学会主

办，台湾。宣读论文“全球化下的中国人口转变及其社会文化影响”，作者：靳小怡 
8. 2007 年 1 月 18－21 日，第二届社会网与关系管理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专业委

员会（筹）成立大会，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 
9. 2007 年 7 月 6-8 日，第三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学

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主办，北京。 
10. 2007 年 7 月 9-11 日，联合国社会性别基金第三批受资机构培训会议，联合国社会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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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工作组，北京。 
11. 2007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 日，2007 复杂系统暑期学校，北京，Santa Fe Institute 和中科

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共同主办，Population Dynamics: An Introduction，主讲人。 
12. 2007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第四届亚太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大会筹备会（4th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Reproductive and Sexual Health and Rights29-31 October 2007; Hyderabad, 
India），北京，主题汇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问题与综合治理”（“Imbalanced Sex Ratio 
at Birth an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in China”），汇报人。 

13. 2007 年 10 月 20 日，第八届亚洲/大洋洲地区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大会国际合作主题小型

研讨会，南加州大学（USC）与北京大学主办。 
14. 2007 年 11 月 3-4 日，“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讨会，《首届中国中青

年人口学者学术研讨会》二十周年纪念，中国人口学会、江苏省人口学会、江苏省老年

学会、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人口学院联合主办，南京，担任第 20 论坛评论员，宣

讲论文“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初婚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研究”。 
15. 2007 年 11 月 17-19 日，第三届全国“社会网及关系管理”研讨会，中国社会学会主办、南

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南京大学管理学院承办，南京，主讲论文“农民工对婚前和婚

外性行为的观念：社会网络影响研究”。 
16. 2008 年 5 月 23－24 日，上海，第二次生育政策研讨会。 
17. 2008 年 8 月 21-23 日，西安，中国人口学会年会, 宣读论文“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失

婚原因的探索性研究——以河南 YC 县为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 YC 县的调查”。 
18. 2008 年 12 月 10-11 日，北京，“社会变革中的当代中国家庭国际研讨会”，中国社会

科学院。 
19. 2009 年 3 月 7 日，北京，“出生性别比问题及治理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 宣读论

文“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研究——来自安徽 H 县的发现”。 
20. Feb. 26-27, 2009, Aging Asia: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Rapid Demographic 

Change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21. Wei Yan and Xiaoyi Jin. 2009. Marriage Circle in Rural Area under Marriage Squeeze-- 

Expanding or Shrinking?  Evidence from H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in China. “Humanity,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he 16th Congress of IUAES, July 27-31, 2009, 
Kunming, China 

22. Jin Xiaoyi and Lige Liu. 2009. Determinants of the Rural Men’s Risk of First Marriage in 
China: From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Humanity,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he 16th Congress of IUAES（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 July 27-31, 2009, Kunming, 
China 

23. 2010 年 5 月 8-9 日，福州，“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与社会保护”学术研讨会，中国地理

学会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

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举办, 宣读论文“厦门市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模式分析与战略研究”。 
24. 2010 年 7 月，中国人口学会年会，南京，宣读论文“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父母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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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研究——基于投资回报理论的分析”。 
25. 2010 年 9 月 17-18 日，北京香山，“人口转变后的家庭变迁”国际研讨会，中国社会科

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办，主讲学术报告““光棍”聚集与社区公共安全——基

于百村调查的研究发现” 
26. 2010 年 12 月 25 日，福建福州， “第二届中国人口、性别与发展论坛”，中国人口学会、

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福建江夏学

院联合承办，主讲学术报告“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不同群体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基于

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 
27. 2011 年 10 月 15-17 日，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中国人口学会主办，性别

平等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西安交通大学主办，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和教育部

长江学者创新团队承办，并受联合国人口基金和福特基金的支持，主讲学术报告“性别

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对 X 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 
28. 2011 年 11 月 20 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主办，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就

业培训与社会融合政策”研讨会，主题发言“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多视角研究与启

示” 
29. 2012 年 3 月 26-27 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办，西安，“中欧经济调整

中的就业、减贫、迁移和社会融入研讨会”，“劳动力流动、社会保护与社会融入”单

元评论 
30. 2013 年 5 月 14 日至 17 日，杭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世界文化大会，分会主题发

言“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社会网络的力量” 
31. 2013 年 10 月 16-18 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北京，“华人社会代际关系及

其变迁学术研讨会”， 主题发言“婚姻挤压背景下农村家庭结构变迁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研究：来自安徽 H 县的调查发现” 
32. 2015 年 7 月 9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和复旦大学联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上海市卫生计生委举办“2015 年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

坛”，主题发言“资源禀赋与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土地意愿的影响 —基于理性选择视

角的分析”，上海，复旦大学 
33. 2015 年 7月 9日，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主题发言“农民工家庭婚姻暴力的代际传递

及其性别差异——基于深圳调查的分析”，长沙 

34. 2015 年 9月，中国人口学会年会，人口与家庭专题主席，成都 

35. 2015 年 9月，专场报告“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与思考”，西南交通大学，成都 

 
国外： 

1. 2005 年 10 月 28 日，美国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系列研讨会，“Social network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A study in Shenzhen”，主讲人 

2. 2005 年 11 月 18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学术讲座，“Social networks of 
Chinese rural-urban migrants: Evidence from Shenzhen”，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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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6 年 1 月 12 日，美国加州大学 Irvine 分校，学术研讨会“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Some Findings and Social Subgroup Detection”，主讲人之一，

http://eclectic.ss.uci.edu/~drwhite/center/cac.html 
4. 2006 年 1 月 13 日，美国加州大学 Irvine 分校，视频学术研讨会“Network Study on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面向南加州四所大学——UCI, UCLA, UCSD, UCR），

主讲人之一，http://eclectic.ss.uci.edu/~drwhite/center/cac.html 
5. 2006年 1月 2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老年研究中心（CDEHA）学术讲座，“Elder-care, Gender, 

and Son Preference: The role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diffus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CA. US., 主讲人 

6. 2006 年 3 月 30 日-4 月 1 日，宣读论文 “The effe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transfer in China: A gender-based perspectiv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6 ANNUAL MEETING, Los Angeles, CA 

7. 2006 年 10 月 7-8 日，瑞典斯德哥尔摩未来研究所 Social exclusion and integration: the 
situation of internal migrants in China Workshop 学术报告 “The effe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transfer in China: A gender-based perspective.” , 主
讲人 

8. 2008 年 4 月 12-19 日，法国国立人口研究中心，合作研究“性别歧视与人口社会后果” ，
法国巴黎 

9. 2009 年 2 月 25 日-3 月 5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与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生物学系、历

史学系和人口与资源研究所合作项目“中国女性缺失与社会稳定” 
10. 2009 年 2 月 26-27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老年研究中心、亚洲研究中心， Aging Asia: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Rapid Demographic Change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11. 刘利鸽、靳小怡，Marriage Squeeze and Inter-Provincial Marriage in Central China: Evidence 
from X County,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PAA) Annual Meeting, May 3-5, 
2012, San Francisco  

12. 2013 年 8 月 25-31 日. “XXVII IUSSP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Regular session: 
Marriage Squeeze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Yi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Poster session: Whom do they rely on when getting old? 
Old-age expectations of forced bachelors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13. 2014 年 11 月 21 日，Workshop of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Intervention at University 
of Oxford, Male marriage squeeze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rural China: Individual live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14. 2015 年 10 月 26 日，主讲人“资源禀赋与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土地意愿的影响—基于

理性选择视角的分析”，京都大学人类与环境课，京都，日本 
 
七、所获奖励 

1. 2004 年 1 月，“中国农村男孩偏好文化的传播及婚姻形式与养老的系统研究与政策分析”，
获西安交通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第二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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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6 年 12 月，“中国农村招赘婚姻及其影响的系统研究——基于三个县的比较分析”，

获全国妇联、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论文奖二等奖； 
3. 2007 年 1 月，《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学

会第四届中国优秀人口科学研究奖，专著类一等奖，第二完成人； 
4. 2008 年 3 月，陕西省教育系统五一巾帼标兵。 
5. 2010 年 7 月， “Marriage Form and Son Preference in Rural China: An Investigation in Three 

Counties.”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第五届中国优秀人口科学研究

奖，论文类一等奖，第一完成人 
6. 2010 年 7 月，《中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生育》，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

口学会第五届中国优秀人口科学研究奖，专著类优秀奖，第四完成人 
7. 2010 年.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工作者 
8. 2010 年. 《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2009 年陕西省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二等奖，第四完成人 
9. 2011 年 11 月, “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 陕西省第十次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 第一完成人 
10. 2012 年 6 月，“靳小怡、任峰、悦中山. 2008. 农民工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的态度：基于

社会网络的研究.人口研究（5）：67-78”获得中宣部第十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美

术摄影类）二等奖 
11. 2013 年 9 月，“靳小怡、李成华、李艳. 2011. 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

与婚姻质量——对 X 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 青年研究（6）：1-10”，获得陕西省第

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 第一完成人 
12. 2014 年 8 月，“Xiaoyi Jin, Lige Liu, Yan Li, Marcus W. Feldman, Shuzhuo Li, “’Bare 

Branches’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in Rural China: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a Village 
Survey”,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6, no. 1, Fall 2013, pp. 83–104.”，国家卫生与

计生委、中国人口学会第六届中国优秀人口科学研究奖，论文类二等奖，第一完成人 
13. 2015 年 8 月，刘利鸽、靳小怡、费尔德曼，婚姻挤压下的中国农村男性，陕西省第十一

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著类三等奖, 第二完成人 
14. 2015 年 11 月，靳小怡、任义科、杜海峰著《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观念行为变迁》，获

第五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提名奖，杭州城市学研究院 
 

八、论著 
中文论文： 

1. 靳小怡. 1997. 谈国有产权代理制度改革的中心环节. 理论导刊(11) 
2. 靳小怡. 1998.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与资本经营. 陕西财政(12) 
3. 靳小怡, 李国平. 1999. 论亚洲金融危机生成机制的内动因. 人文杂志 (5): 224-225 
4. 李国平, 靳小怡, 许扬. 2000. 生产力要素分类与属性分析. 生产力研究 (1-2):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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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树茁、费尔德曼、图加普卡, 李南、靳小怡，2002 ，“中国农村的男性偏好文化、婚

姻类型和代际转移”，蔡昉等主编，《中国人口年鉴 2002》， pp243-262，中国社科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6. 靳小怡, 李树茁, 朱楚珠. 2002. 农村不同婚姻形式下家庭财富代际转移模式的初步分析. 

人口与经济, (1): 18-24 
7. 靳小怡. 2002. 中国社会转型期养老危机研究. 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 116-118 
8. 靳小怡, 李树茁. 2001. 中国社会转型期老年人生活状况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

版)(2): 61-65 
9. 李树茁, 靳小怡, 费尔德曼. 2001. 中国农村婚姻形式和与父母共居时间关系研究. 中国

人口科学(6): 16-22 
10. 李树茁, 靳小怡, 费尔德曼. 2002. 中国农村子女的婚姻形式和个人因素对分家的影响研

究. 社会学研究 (4): 102-116 
11. 李树茁, 费尔德曼, 靳小怡. 2003. 儿子与女儿: 中国农村的婚姻形式和老年支持. 人口

研究 (1): 67-75 
12. 靳小怡, 李树茁. 2003. 中国农村社区招赘婚姻研究. 人口与经济(1)：45-49 
13. 靳小怡, 李树茁, Marcus Feldman. 2004. 婚姻形式与生育水平：对中国农村三个县的考察. 

人口与经济（5）：54-59 
14. 靳小怡, 李树茁, Marcus Feldman. 2004. 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对中国农村三个县的考察. 

人口研究（5）：55-63 
15. 靳小怡, 彭希哲, 李树茁, 郭有德, 杨绪松. 2005.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

初婚的影响：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人口与经济(5):53-58 
16. 李树茁，靳小怡，费尔德曼. 2006. 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及其人口与社会影响：来自

三个县的调查发现.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5)：51-64. 
17. 杨绪松, 靳小怡, 肖群鹰, 白萌. 2006. 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的现状及政策研究：以

深圳市为例. 中国软科学(12)：18-26 
18. 李树茁，伍海霞，靳小怡，费尔德曼. 2006.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性别偏好：基于深

圳调查的研究. 人口研究(6)：5-14 
19. 李树茁、杨绪松、靳小怡、费尔德曼、杜海峰. 2006. 中国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复杂性

特征分析. 市场与人口分析(5): 13-22. 
20. 李树茁、杨绪松、任义科、靳小怡. 2006. 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其职业阶层与收入的影响：

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当代经济科学(6)：25-33 
21. 李树茁、杨绪松、悦中山、靳小怡. 2007. 中国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1)：67-76 
22. 张烨霞、靳小怡、费尔德曼. 2007. 中国城乡迁移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

视角的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3)：31-40 
23. 靳小怡、任锋、悦中山. 2008. 农民工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的态度：基于社会网络的研究.

人口研究（5）：67-78.    
24. 韦艳，靳小怡，李树茁. 2008.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压力和应对策略研究——基于 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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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访谈的发现. 人口与发展（5）：2-12 
25. 靳小怡、任锋、任义科、悦中山. 2009.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初婚：性别视角的研究. 人口

学刊（4）：23-33 
26. 刘利鸽 靳小怡 姜全保 李树茁. 2009.明清时期男性失婚问题及其治理. 浙江社会科学

（12）：78-82 
27. 靳小怡 刘利鸽. 2009. 性别失衡下社会风险与行为失范的识别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科版）(6)：41-50 
28. 靳小怡、郭秋菊、刘利鸽、李树茁. 2010. 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

要发现. 青年研究（5）：21-30;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刊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C5《人口学》

2011(1)转载 
29. 刘利鸽、靳小怡. 2011. 社会网络视角下中国农村成年男性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人

口学刊（2）：21-30 
30. 郭秋菊、靳小怡. 2011.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 H 县的

调查分析. 人口与发展（1）：38-44 
31. 李成华、张文才、靳小怡. 2011.金融危机背景下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发展意愿的影响

分析.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 8-13  
32. 靳小怡, 李成华, 杜海峰, 杜巍. 2011.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的新领域: 农民工生计

研究. 当代经济科学(3): 103-109 
33. 靳小怡、郭秋菊. 2011.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代际经济支持研究. 西北人口（4）：38-42. 
34. 靳小怡、李成华、李艳. 2011. 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

对 X 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 青年研究（6）：1-10；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12（3）：

137-138 转载 
35. 悦中山、李树茁、靳小怡、费尔德曼. 2011.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

融合. 社会（6）:130-152 
36. 刘利鸽、靳小怡. 2012. 中国农村未婚男性的婚姻策略分析,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1): 63-68 
37. 吴彩霞，李艳，靳小怡. 2012.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研究——基于借贷网络的视角. 

人口与经济(1): 71-77 
38. 李成华、靳小怡. 2012. 夫妻相对资源和夫妻情感关系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 社会（1）:153-173 
39. 靳小怡、郭秋菊、刘蔚. 2012. 性别失衡下的中国农村养老及其政策启示. 公共管理学报

（3）:73-83 
40. 靳小怡、谢娅婷、郭秋菊、李艳. 2012. “光棍”聚集与社区公共安全——基于百村调查

的研究发现.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6）: 36-44 
41. 郭秋菊、靳小怡. 2012. 婚姻挤压下父母生活满意度分析——基于安徽省乙县农村地区的

调查. 中国农村观察（6）：62-70 
42. 李成华、靳小怡、井文. 2013.“娶妻难”对农村男性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基于全国

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3）：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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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靳小怡 谢娅婷 韩雪. 2013.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

夺感视角的分析. 人口学刊（3）: 15-24 
44. 刘茜 杜海峰 靳小怡 崔烨. 2013. 留下还是离开?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

响研究. 社会 (4): 103-116. 
45. 靳小怡 郭秋菊, 崔烨. 2014. 转型期的农村家庭结构变迁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分析研

究. 青年研究（4）：28-38. 
46. 谢娅婷 靳小怡. 2014. 社会支持对中国农村人口社会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基于性别的

视角. 理论与改革(05)：173-176 
47. 靳小怡 崔 烨. 2015.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模式的

分析. 人口学刊（1）：50-62 
48. 谢娅婷 靳小怡 杜海峰. 2015. 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不同群体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基

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03）：132-139． 
49. 崔烨 靳小怡. 2015. 亲近还是疏离？城镇化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

类型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人口研究（3）：48-60 
50. 杨婷 靳小怡. 2015. 资源禀赋与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土地意愿的影响—基于理性选择

视角的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4）：16-25 
51. 靳小怡 杨婷 韦娜. 2015. 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对户籍意愿的影响. 西安交通大

学学报（社科版）（4）：80-86 
52. 靳小怡  杨婷.  2015. “农民工家庭婚姻暴力的代际传递及其性别差异——基于深圳调查

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5） 
53. 杜巍 杨婷 靳小怡. 2016.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公共服务需求层次的代际差异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1） 
54. 谢娅婷 靳小怡 杜海峰. 2015. 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不同群体安全感的影响——基于全

国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132-139 
55. 靳小怡 崔烨 郭秋菊. 2015.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

模式的分析. 人口学刊（1）：50-62. 
56. 靳小怡 刘红升 刘朔 姚俊霞 刘利鸽. 2015.家庭教养方式对农村流动儿童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研究——基于深圳市中小学调查数据的分析. 南方人口（6）：68-78  
57. 靳小怡 张露 杨婷. 2016. 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民工的“跨户籍婚姻”研究——基于深圳 P

区的调查发现. 妇女研究论丛（1）：14-23 
英文论文： 

1. Jin, Xiaoyi. 2002. “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 based on a modified neural networks”. In 
Kaoping Song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109-111, China, Xi’an, May 27-31. ISSN: 1539-2023, Series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Vol. 1 

2. Li Shuzhuo, Hu Ping and Jin Xiaoyi. 2002. “Enfants ‘rois’ et vieillards ‘délaiss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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