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2019)综述

由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联合主办,《制度经

济学研究》编辑部协办的第十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于2019年10月26日在广西民族大学顺利召

开。来自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济南大学、暨南大学、深圳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辽宁大学、浙江工业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师范大学、广西财经学院、广
西外国语大学、广西教育厅、《经济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报》、《前线》等高校、科研机构、机关单位、
期刊媒体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一、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围绕劳动力流动、国际贸易、区域经济发展等主题,与会专家学者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阐释

了语言影响经济行为的机理,对语言的经济价值进行了实证研究。

1.语言与制度。非正式制度作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语言作为非正式

制度之一,也成为语言经济学者热议的话题。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赵子乐副教授基于漫长历史

中形成的语言特征提出构建“语言开放度”框架,认为低语言开放度在提高交易成本的同时也阻碍了本

地人与外来人在博弈中形成合作预期,从而影响外地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但语言

异质性可能会令本地人形成更强的身份认同及合作预期,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令本地的“商帮”更加发

达。围绕语言制度,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殷俊博士将语言制度分为歧视性、包容性与多元性三种,
并结合语言制度与社会语言结构的相关理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语言制度进行了探讨。

2.语言技能与劳动力。这包括对农民工个人身体健康、收入、跨域流动等研究。山东大学语言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卫国教授认为普通话能力在农民工健康服务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普通话,一
方面可以增进农民工与城市医护人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加救助机率;另一方面影响农民工在城

市中的社会网络关系、个人经济状况、心理状况从而对健康产生影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李晓文

博士通过对普通话能力的经济回报及其地域异质性的分析,认为普通话能力尤其是口语能力对劳动

者个体的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存在着地域异质性。浙江工业大学全球浙商发展研究院王

麒麟博士实证分析认为普通话流利度对少数民族个体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居住于非少数民族

省份和大城市、男性、从事服务行业等的少数民族个体具有更显著的普通话回报率。中央财经大学

王麓淙博士从恩格尔效应、鲍莫尔效应、资本深化效应三个方面构建量化模型对推广普通话与农村

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普通话普及率的提升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跨部门流

动具有积极的影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张威博士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研
究了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婚姻匹配与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流入地方言能力显著地提

高了流动人口与本地人通婚及定居的可能性,然而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普通话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3.语言与国际贸易。作为对外贸易交易成本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语言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

响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孟庆蛟博士认为语言官方性同广西-东盟国家

的贸易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语言非官方性显著正相关。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杨博文博士将其他

语言相对于汉语的相对难度这一指标作为变量构筑经济模型,认为相对语言难度对于中国和“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二、语言消费、语言服务与语言产业研究

语言的资源属性与产业特征决定了语言能形成产业并带来语言消费和语言服务,语言消费、语
言服务、语言产业也是这一届论坛讨论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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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消费行为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刘金林教授基于东盟国家语言消费行为调研数据,在分

析东盟国家居民消费语言产品的分布、方式、渠道、人均消费规模、阶层与行业差异等基础上,对东盟

国家居民语言消费行为进行深入分析。结论表明,东盟国家消费者选择消费语言产品及服务的主要

动力是为了提高就业及收入水平,并且认为汉语学习能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

2.语言服务研究。对多语社会而言,语言服务承担了重要的社会使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之

一。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院长赵蓉晖教授基于对纽约市的实地考察,认为比较完备的语言服务

系统,多主体参与、多方式结合,层次清晰,是典型的社会治理特征。语言服务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基本方

式,是联系城市社会群体的纽带,也是拥有巨大发展前景的绿色经济领域。

3.语言产业研究。广西大学国际学院对外汉语系王铮博士分析了语言产业与汉语国际教育的

关系,并结合广西汉语国际教育的现状、需求及问题,以及广西大学留学生互联网创业项目———“国
风汉语”在线教学平台的探索和实践,提出了汉语国际教育产业发展的建议。

三、语言的多样性与同一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视角对语言多样性与同一性问题讨论逐步增多。

1.语言多样性文献梳理。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崔萌博士对近几十年语言多样性及语言距离

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主要理论和实证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价,归纳出了学界对个体语言学习时长等微

观变量以及国家或地区语言多样性等宏观变量对收入、贸易及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等研究的主要观

点,为语言经济学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

2.语言的多样性与同一性。广西财经学院广西(东盟)财经研究中心韦永贵博士从族群和语言

角度探讨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族群多样性和方言多样性对区域经济增长具

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针对这一结论,学者们对此也存有不同的观点。广西民族大学卞成林教授通过

对广西14个地级市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认为广西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增长之间

呈二次曲线(“倒U”型)关系,当普通话普及率为60%~63.3%时,普通话推广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达

到峰值,即当广西普通话普及率达到63.3%之后,就必须要考虑普通话推广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

均衡性问题。青海民族大学孙中强老师以青海省玛多县为例,认为提升多语能力是提高个人收入能

力的重要途径和举措,政府应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民汉双语及多语教育,以提升居民的多语能力。
另外,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孙涛副教授认为语言的经济社会分析可以有效吸纳语言、经济、

社会诸多交叉领域的研究优势,避免分析的片面性和狭窄性,从而为语言经济学提供了新研究路向。
济南大学商学院赵建教授针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语言腐败、文字通胀和词汇污染等三个典型的政策

语言“失灵”现象,提出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策语言在公共管理和政治博弈中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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