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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历 

北京⼤学 

博雅青年学者（2018-今） 

长聘副教授、博⼠⽣导师、研究员（2024-今），社会研究中⼼，光华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博⼠⽣导师、研究员（2018-2024），社会研究中⼼，光华管理学院  

普林斯顿⼤学 

博⼠后研究员 （2016-2018）, Paul and Marcia Wythes 当代中国研究中⼼ 

兼聘博⼠后研究员（2016-2018）, 社会学系、⼈⼝研究所 

教育经历 

社会科学博⼠ （2016），香港科技⼤学 

o 访问学⽣，乌德勒支⼤学（荷兰，2014） 

社会科学哲学硕⼠（M.Phil.）(2012)，香港科技⼤学  

社会学学⼠ （2010），浙江⼤学  

o  “公共管理强化班（UPA）”，竺可桢学院 

研究兴趣 

家庭与⼈⼝、不平等与社会流动、量化历史、定量分析⽅法 

论⽂发表(#: 学⽣合作者;  *: 本⼈为通讯作者) 

近五年发表（2020年⾄今，共16篇）  

28. Kurosu, Satomi and Hao Dong*. 2025. Economic Stress and Migration in Early Modern Japan:  

Rural-Urban Comparative Evidence from Population Register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第5
期待刊，已在线出版 

27. Kong, Siyang# and Hao Dong*. 2024. The Doubly Disadvantaged: The Motherhood Penalty for 
Internal Migrants i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6(1): 199-218. 

26. 杜永潇、董浩，计划⽣育政策调整与家庭⽣育响应：基于社会分层视角的分析,《社会学研究》
2024年1期 

25. Wang, Senhu and Hao Dong*. 2024. Flexible Working Arrangements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A Survey 
Experimental Study in Singapor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40: 33, 1-26.  

24. Dong, Hao* and Yu Xie. 2023.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Demography, 60(1): 12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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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董浩，此情或可待：“离婚冷静期”规定对离婚登记数量的影响研究，《社会学研究》2023年1期 

22. 杜永潇、董浩，城乡融合视角下的婚姻匹配模式差异与长期趋势：1960-2018，《⼈⼝研究》
2023年4期 （《⼈⼤复印资料》全⽂转载） 

21. Du, Yongxiao and Hao Dong*. 2023. Homeownership Pathways and Fertility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40(3): 16; 1-15. 

20. Xie, Yu, Hao Dong*, Xiang Zhou, and Xi Song. 2022. Trends in Social Mobility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 
119(7): e2117471119. 

19. Shi, Zhilei and Hao Dong*. 2022. The Lasting Health Impact of Early-life Chronic Poverty: 
Evidence from Starvation Experiences in Rural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41: 

1359-1384. 

18. Xie, Yu and Hao Dong*. 2021. A New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Studying Status Exchange in 
Marria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6(5): 1179-1219. 

17. Dong, Hao* and Xiaoguang Fan. 2021. What Enables the “Meritocratic Power” of A College 

Degree? Changing Labor Market Outcomes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Graduates in Post-

Revolutio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3(4): 382-408. 

16. Dong, Hao* and Satomi Kurosu. 2021. Gendered Survival Differentials of Adopted Children in 

Early Modern Japa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26(4): 583-601. 

15. Kurosu, Satomi, Miyuki Takahashi, and Hao Dong. 2021. Thank you, Hayami: The Xavier 
Database of Historical Japan. Historical Life Course Studies, 11: 112-131. 

14. 董浩，19世紀中国東北地⽅における結婚の分析: 男性の初婚に及ぼす家族の影響，『統計』
2021年7月号 

13. Raymo, James M. and Hao Dong. 2020. Parental Resources and Child Well-Being in East Asia: An 

Overview.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6(2):197-218. 

五年前发表（2019年及之前，共12篇） 

12. Fu, Siwei, Hao Dong*, Weiwei Cui, Jian Zhao, and Huamin Qu. 2018. How Do Ancestral Traits 

Shape Family Trees Over Generations? 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24(1): 205-214. 

11. Chen, Bijia#, Cameron Campbell, and Hao Dong. 2018. Interethnic Marriage in Northeast China, 

1866-1913. Demographic Research, 38: 929-966. 

10. 梁晨、董浩和李中清，从绘⼀幅画到做⼀幕戏: 互联⽹时代历史教研新动向探微，《⽂史哲》
2018年6期（《⼈⼤复印资料》全⽂转载） 

9. Dong, Hao*, Matteo Manfredini, Satomi Kurosu, Wenshan Yang, and James Z. Lee. 2017. Kin and 

Birth Order Effects on Male Child Mortality: Three East Asian Populations, 1716-1945.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8(2): 208-216. 

8. 梁晨、董浩、任韵⽵#、李中清，江⼭代有才⼈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  
《社会学研究》201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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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ong, Hao* and Satomi Kurosu. 2017. Postmarital Residence and Child Sex Selection: Evidence from 

Northeastern Japan, 1716-1870. Demographic Research, 37: 1383-1412. 

6. Kurosu, Satomi, Miyuki Takahashi and Hao Dong. 2017. Marriage, Household Context and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 Evidence from a Northeastern Town in Japan, 1729-1870. Essays in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XXXV(1): 235-259. 

5. Dong, Hao*, Cameron Campbell, Satomi Kurosu, Wenshan Yang and James Z. Lee. 2015. New 

Sources for Comparative Social Science: Historical Population Panel Data from East Asia. 

Demography, 52(3): 1061-1088. 

4. 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 2015年2期 （⼊选《〈历史研究〉
创刊70年论⽂选编》；《⼈⼤复印资料》全⽂转载） 

3. 梁晨、董浩，必要与如何：基于历史资料的量化数据库构建和分析，《社会》，2015年2期 

2. Dong, Hao*, Cameron Campbell, Satomi Kurosu and James Z. Lee. 2015. Household Context and 

Individual Departure: The Case of Escape in Three ‘Unfree’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 1700-1900.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1(4): 515-539. 

1. Dong, Hao* and James Z. Lee. 2014. Kinship Matters: Long-Term Mortality Consequences of 

Childhood Migration,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Northeast China, 1792-1909.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19: 274-283. 

著作和章节 

3. 章节“Family Syste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search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Marco van Leeuven主编)，Elgar Publishing，2025  

2.《⽜津社会学词典（第4版）》（合译，陈云松、白中林主持翻译），商务印书馆，2024 

1. 章节“倾向值匹配”（与蔡韦成#合作），《定量社会研究⽅法》（陈云松、吴愈晓、郭未主编），
南京⼤学出版社，2024 

公开数据指南 

3. Campbell, Cameron, Hao Dong, and James Z. Lee. 2016. China Multigenerational Panel Dataset 
(CMGPD) Training Guid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2. Dong, Hao, Cameron Campbell, and James Z. Lee. 2015. Longitudinal Links to Construct the Korean 
Multi-Generational Panel Dataset-Tansung (KMGPD-TS) from the Tansung Household Registers. 
Data Documen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1. Wang, Hongbo, Shuang Chen, Hao Dong, Matthew Noellert, Cameron Campbell, and James Z. Lee. 
2013. China Multi-Generational Panel Dataset, Shuangcheng (CMGPD-SC) 1866-1914. User Guid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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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基⾦ 

主持（PI）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 

3. 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重点课题，2025，《全职妈妈家务劳动和照护时间情况及
其价值研究 》，8万元 

2.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基⾦，青年项目，2024-2026，《失能⼈群的亲缘互动与长期发展——
基于160年历史⼈⼝户籍⼤数据的分析》，8万元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青年科学基⾦项目，2021-2023，《教育和城乡家庭背景的多维婚配模式及
其影响研究：超长期趋势与新反事实分析框架”》，30万元 

主持（PI）地⽅及校级项目 

6. 东湖⾼新区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北京⼤学开放课题，2024-2026，《⼈⼝发展与公共教
育资源配置模拟研究》，200万元 

5. 北京⼤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课题，2024-2025，《中国家庭养育养老压⼒交叠形势研判》，
10万元 

4. 北京⼤学“数字与⼈⽂”专项课题，2023-2024，《亲缘⽹络、家庭结构与繁衍⽣息：基于历史微观
⼤数据的东亚比较研究》，7万元 

3. 北京⼤学兰园书院学术基⾦，2022-2023，《双重困境：中国⼥性流动⼈⼝收⼊的“母职惩罚”现象
研究》，5万元 

2. 北京⼤学科研启动专项，2018-2021，《东亚家庭系统与⼈⼝⾏为》，20万元 

1. 北京⼤学桐⼭教育基⾦ ，2018-2019，《东亚⽗系家庭对⽣育⾏为的影响》， 2万元 

国际合作项目 

6. 首席国际合作专家 （Principal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or），“Social Inequality and Life Course in 
Early Modern Japan: Migration, Health and Reproduction”，PI: Satomi Kurosu，日本学术振兴会

（JSPS）Grant-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B) No.23H0088，2023-2027 ，1859万日元 

5. 首席国际合作专家，“Social and Geographic Mobility and Life-course: Studies Using Multi-
Generational Panel Data”，PI: Satomi Kurosu，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Grant-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B) No.19H01569，2019-2022 ，1261万日元 

4. 首席国际合作专家，“Longitudinal Study of Population, Economy, and Family: Construction of 
Multigenerational Panel Database” ，PI: Satomi Kurosu，日本⽂部科学省（MEXT）Supported 
Program for the Strategic Research Foundation at Private Universities No. S1591001L，
2015-2019，4500万日元 

3. 首席国际合作专家，“Comparative Study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Using Historical Demographic 
Data in East Asia” ，PI: Satomi Kurosu，日本学术振兴会 (JSPS) Grant-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B) No.15H03139，2015-2019，754万日元 

2. 项目联合负责⼈（Co-Investigator）， “Human Agency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Discoveries from East Asian Panel Data”，PI: James Z. Lee，香港
研究资助局 (RGC) ⼀般研究资助项目（GRF）16400714, 2014-2016，63.8万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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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席国际合作专家， “Construction of Database for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History, Reitaku 
Archives” Grant for Archive Construction，PI: Satomi Kurosu，丽泽⼤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研究
院， 2014-2015， 75.5万日元 

荣誉奖项 

2018-今 北京⼤学博雅青年学者 
o 北京⼤学校级⼈才计划青年⼈才职位 

2024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第⼗届栗林青年学者论⽂奖 
202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第⼋届栗林青年学者论⽂奖 
2020 教育部，第⼋届⾼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 

2018 江苏省，教育教学与研究成果奖（研究类）三等奖 

2018 Demographic Research期刊Editor’s Choice论⽂奖 

2017-2018 普林斯顿⼤学，学术写作博⼠后兼职教学津贴（因⼯作时间冲突⽽拒绝） 

2012-2016 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局，香港博⼠研究⽣奖学⾦计划（HKPFS） 
o 2012年竞争⼒：所有学科专业的4000多位（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者中选拔135位  

2015  国际社会学会（ISA）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分会 (RC28) ，Aage. B. Sørensen Award  

2014 香港科技⼤学，⼈⽂社会科学学院最佳研究⽣科研奖 

2014 香港科技⼤学，海外研究奖 

2012 美国⼈⼝学学会（PAA），Travel Award 

2010-2012 香港科技⼤学，研究⽣奖学⾦ 

2010 浙江⼤学，竺可桢荣誉证书 

2006-2010 浙江⼤学，优秀学⽣⼲部、三好学⽣、⽂体优秀学⽣等（多次） 

2008 浙江⼤学，海外交换奖学⾦ 

部分学术报告 

受邀讲座 

2025 香港⼤学，社会学系（筹划中）；澳门⼤学，社会学系（筹划中） 

2024 中国⼈民⼤学，⼈⼝与健康学院；中央民族⼤学，社会学系；北京师范⼤学，公共政策系；
浙江⼤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3 普林斯顿⼤学（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全球日本研究中⼼；北京师范⼤学，社会学
系；西南财经⼤学，社会发展研究院 

2022 香港中⽂⼤学，社会学系和华⼈家庭研究中⼼；中国⼈民⼤学，社会学系；西南财经⼤学，
社会发展研究院；香港科技⼤学（⼴州），社会枢纽 

2021 新加坡国立⼤学（新加坡），家庭与⼈⼝研究中⼼；澳门⼤学，社会学系；挪威科学技术⼤
学（挪威），当代历史与社会系 

2020 复旦⼤学，经济学院；浙江⼤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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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宾⼣法尼亚⼤学（美国），“东亚家庭与不平等会议”；普林斯顿⼤学（美国），当代中国研
究⽹络；奈梅亨⼤学（荷兰），历史学系 

2018 宾⼣法尼亚⼤学（美国），社会学系；华盛顿⼤学（美国）-香港科技⼤学，“威廉·斯⾦纳诞
辰100周年纪念会议”；北京⼤学，经济学院；香港科技⼤学，社会科学部 

2017   哈佛⼤学（美国），费正清中国研究中⼼；普林斯顿⼤学（美国），⼈⼝研究所；纽约城市
⼤学皇后学院（美国），社会学系；明尼苏达⼤学（美国），⼈⼝研究中⼼；马克思·普朗
克⼈⼝研究所（德国） 

2016 ⼀桥⼤学（日本），经济研究所；香川⼤学（日本），⼈⽂与环境研究系；丽泽⼤学（日
本），⼈⼝与家庭史项目 

2015   ⼀桥⼤学（日本），经济研究所；浙江⼤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4 乌得勒支⼤学（荷兰），社会学系；瓦格宁根⼤学（荷兰），社会科学学院；奈梅亨⼤学
（荷兰），历史学系 

2013 上海财经⼤学，经济学院；丽泽⼤学（日本），⼈⼝与家庭史项目 

2012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学项目 

国际学术会议报告 

世界经济史⼤会（WEHC）: 2014、2018、2022、2025 

社会科学史学会（SSHA）年会：2012-2016、2018-2024 

美国⼈⼝学会（PAA）年会：2012、2015、2017-2020 

国际社会学会（ISA）社会分层与流动分会（RC28）春/夏会议：2014-2016、2018、2019、2024 

国际⼈⼝科学联盟（IUSSP）国际⼈⼝学⼤会（IPC）：2013、2017、2021 

国际华⼈社会学会（ICSA）会议：2020-2023 

欧洲⼈⼝学协会双年会（EPC）：2014、2018 

欧洲历史⼈⼝学会（ESHD）年会：2016、2023 

美国社会学会（ASA）年会：2014 

国际学术会议分论坛/⼯作坊主要组织者 

世界经济史⼤会（WEHC）：2022，2018 

社会科学史学会（SSHA）年会：2014，2018，2019 

国际⼈⼝科学联盟（IUSSP）国际⼯作坊：2020，2022 

欧洲历史⼈⼝学会（ESHD）年会：2023 

教学与指导 

博⼠学位论⽂导师 

沈小杰，社会学博⼠，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预计2026 

刘睿杰，社会学博⼠，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预计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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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学位论⽂导师 

Matthew Coffin，中国研究硕⼠，燕京学堂，2021 
o 毕业去向：斯坦福⼤学法学博⼠（JD）项目 

博⼠论⽂指导委员会 

黄青，经济学博⼠，国家发展研究院，2021 
o 毕业去向：北京⼤学-普林斯顿⼤学联合博⼠后；现为中国⼈民⼤学助理教授 

张云飞，经济学博⼠，国家发展研究院，2021 
o 毕业去向：浙江⼤学博⼠后 

现开设课程 

社会分层与流动（本研合上，光华管理学院）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ety: 1700-2000 （本研合上，光华管理学院） 
Understanding Social Inequality: China and the World (研究⽣，燕京学堂) 
社会科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研究⽣，与谢宇、任强、柳皑然、杨锋、於嘉、周羿合教） 

曾开设课程 

普林斯顿⼤学与北京⼤学暑期课程 ：当代中国社会 Global Seminar - China（与谢宇合教） 

Coursera.com 慕课 (MOOC)：Understanding China, 1700-2000: A Data Analytic Approach（与 James 
Z. Lee合教） 

主要学术兼职与专业服务 

重要国内外学术组织兼职 

国际华⼈社会学会（ICSA），董事委员（2025-今） 

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委员会委员（2024-今） 

国际⼈⼝科学联盟（IUSSP），历史⼈⼝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18-2022，7位中唯⼀亚洲委员） 

访问教授/学者/研究员职位 

普林斯顿⼤学（美国），普林斯顿国际与区域研究院（PIIRS），客座助理教授 （2019/6-8） 

丽泽⼤学（日本），⼈⼝与家庭研究中⼼，客座研究员（2014-今） 

乌德勒支⼤学（荷兰），社会学系，客座研究员（2014/2-6）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项目组，访问学者（2012/7-8） 

学术期刊编辑 

编委/副主编（2022-今），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o Nature旗下唯⼀⼈⽂社科综合期刊，2023年影响因⼦3.9，Q1期刊 

编委（2024-今），BMC Public Health 
o 2023年影响因⼦3.5，Q1期刊 

编委（2024-今），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o 2023年影响因⼦1.4，Q2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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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评审 

国家社会科学基⾦ 

⼈事晋升评审 

澳门⼤学 

校内⾏政服务 

北京⼤学，光华管理学院，学位论⽂审定委员会（2024-今） 

北京⼤学，社会研究中⼼，教学管理委员会（2020-今） 

香港科技⼤学，⼤学教务会研究⽣教育委员会（2013-2015） 

期刊评审（*多次受邀评审） 

社会学及⼈⼝学国际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Demography*, Social Forc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Research in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Demographic Research*,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Population Horizons 

经济学及其他跨学科国际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China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Demographic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Scientific Reports,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China Journal, Evolutionary Human Sciences,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 Plos One 

中⽂期刊： 

社会学研究*、⼈⼝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科学*、社会*、社会学评论、公共管理
评论、西北⼈⼝* 

其他信息 

语⾔：中⽂（母语）、英⽂（流利）  

主要爱好：小提琴演奏（曾任⼤学交响乐团首席，在内地和香港偶有参与准专业级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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