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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 

 

根据《国家语言文字事业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精神和当前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需要，制定本规

划。 

҅ɻ Ņ ҅֒ņ ᵲ  

“十一五”期间，国家语委科研工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跟时代步

伐，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完成了 170余项语言文字科学研究项目，

取得了丰硕成果。 

( 一)  国家语言战略研究迈出新步伐。制定了语言发展战略

的研究规划，成立了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围绕重大语言问题及时展开

研究，为国家语言战略和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支

撑。 

（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取得新进展。完成了《规范汉

字表》的研制和公开征求意见工作。发布了近 20 项语言文字规

范标准，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以《中国语言生活

绿皮书》的方式发布了多项引导性规范。进一步加强了汉字和少

数民族文字的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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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语言能力评测体系正在形成。进一步推进了计算机

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制定发布了汉字应用水平测试标准，

启动了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工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测

评体系正在建立，以满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及各行业劳动准

入制度等方面的需求。 

（四）语言文字基础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开展中国语言

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工作，探索保存和开发语言资源的有效

途径。建设平面媒体语言、有声媒体语言、网络媒体语言等动态

流通语料库以及教育教材语料库。语言文字工作系统政务信息化

初见成效。 

（五）社会语言生活引导成为新亮点。建立了国家语言资源

监测与研究中心和语言舆情研究中心，及时对语言生活中新的语

言现象及热点问题进行监测、分析与研究。2006- 2010年连续 5

年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引导社会语言生活，为社会

语言生活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六）为促进汉语走向世界提供研究成果。研究世界华人社

区的语言状况，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加强了面向

汉语国际传播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和教材建设。编纂出版了

《全球华语词典》，推动了海内外华语的沟通和汉语的国际传播

事业。 

（七）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信息化建设扎实推进。积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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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和资源库建设，加强民族语术

语规范化工作，完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信息化项目百余

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数据库业已启动。 

（八）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支持建立了社会急

需的应用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计算语言学重点实验室，召开

了全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系列学术会议。开展了社会急需的语

言规划、语言教学、计算语言学、法律语言学等的研究。应用语

言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ԑɻ Ņ ԑ֒ņ ҹ  שׂ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正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和

广度展开。 

全球化的影响至为深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口大迁

徙大流动，随之带来的交流问题越来越多，语言生活中各种矛盾

凸显，语言冲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近年来世界上各大国都在加

紧制定自己的语言战略，提升国家处理国内外各种事务的语言能

力，利用语言维护国家的信息和文化安全，对内消解社会矛盾、

凝聚民心，促进和谐，对外传播国家的文化和理念。 

信息化的发展日新月异。物联网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正在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语言文字是信息的重要载

体，信息化发展使语言文字进入到虚拟空间，形成虚拟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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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基于信息处理的应用研究，加强面向

信息处理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尽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中文信息处理核心技术，提升中华语言在虚拟世界中的影响

力，加速国家信息化进程。 

语言生活发展变化迅速，更加丰富多彩。社会需要提供语言

服务的方式与日俱增，新的语言职业不断形成，语言产业快速发

展，语言资源的理念成为共识。外语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强烈，外

语规划提上了议事日程。汉语走向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争取国

际话语权正成为民族的自觉意识。语言文字与国家安全息息相

关，信息安全日益引起关注。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化，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对语言文字事业、国民语言应用能力、语言

文字科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当前，语言文字科学研究还不完全适应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

展的要求。具体表现在：1. 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在理念的更新、研

究手段的现代化水平等方面急需提高。2. 对语言文字事业的支撑

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强。3. 对语言文字社会热点问题的及时关注不

够，对基础研究的成果吸收转化的比较少，相关科研成果未能及

时产生社会效益，“产学研用”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4. 学科地

位和人才培养需要进一步加强。 

语言文字科学研究要抓住“十二五”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站

在社会发展特别是信息科技发展的潮头，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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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时代敏感性重大课题，取得突破性进展。 

ҎɻŅ ԑ֒ņ ɻ

Ӏ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实《国家

语言文字事业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全

面服务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为目标，以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

化、信息化为主线，以科研基地建设和语言工程建设为基础，关

注社会语言生活热点，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为提升国家语言能

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供强有力的科研支撑。 

（二）主要目标 

进一步提高语言文字科学研究水平，为国家调适语言文字方

针政策、制定规范标准、提升社会应用管理水平、增强国民语言

应用能力提供科学基础和学术支撑。关注社会语言生活，把握语

言国情，主动服务各领域、各地区的语言需求，引导社会语言生

活和谐发展。 

（三）重点研究方向 

1. 语言战略、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 

语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以

来，许多国家都在制定和实施与国家语言能力直接相关的语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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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语言法案和语言项目，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全球竞争力

的战略高度来审视语言问题。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语种多、

文种多，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生活状况复杂，做好语言规划和语

言战略研究，处理好语言问题，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

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要研究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方

略，国内各种语言之间的关系，语言文字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跨境语言文字的相关问题，香港、澳门、

台湾及海外华人华侨的语言生活，不同国家的语言战略与政策，

国外语文生活状况及经验等等，并提出应对重大语言问题的科学

预案。 

2.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 

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

研究语言文字标准化方略，加快制定、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基础标准、应用能力及评测认证标准、盲文和

手语标准、汉语国际教育标准、外国语言文字使用标准，重点建

设教育、信息处理、新闻出版、辞书编纂、广播影视和公共服务

领域急需的标准。加强地名和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工作。积极制定

中国语言文字国际标准。研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测查认证系统。 

3. 语言生活与语言管理研究 

    加强语言国情研究，加强新媒体中语言使用状况的研究，加

强语言使用动态的监测与研究，加强语言舆情研究，促进语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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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健康发展。 

开展社会语言文字应用依法管理的体制、机制研究，普通话

推广策略研究，外文使用管理研究。推进普通话水平测试、汉字

应用水平测试及其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开展普通话水平和汉

字应用水平职业准入机制研究。开展手语、盲文使用状况调查，

建立动态监测系统。 

语言科学的社会普及方略研究。建设语言文字应用咨询服务

平台。建设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查询服务系统、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应用服务系统、语言文字培训测试系统。 

4. 语言教育与语言能力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对人的成长及全面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

加强对母语教育、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汉语国际教育、听力、

视力残疾人语言获得等研究。研究国民语言应用能力评价标准和

测评手段，提升国民语言应用能力。研究语言文字工作对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建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作用。 

5. 语言资源建设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 

中文信息处理是智能感知前沿技术中的重要内容。结合互联

网进行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搞好语言资源的基础建设，提高处理

平台的整合能力。推进语义处理技术，重点研究面向互联网的汉

语语义分析系统，提高我国互联网信息整体利用能力。 

开展中文信息处理关键技术攻关，增强中文信息技术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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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信息处理核

心技术和“以我为主”的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国际标准，规范、促

进中文计算机输入方法，加强计算机字库建设，为中文信息产业

发展和国家信息化战略服务。 

加强面向信息处理的语言文字基础工程建设，建设国家级语

言文字的知识库、语料库、资源库等。建设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

据库、传统通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大规模语料库。重视对语言资源

的开发利用，并向社会提供服务。 

（四）保障机制 

建立国家语委科研基地系统。把基地作为平台，围绕国家重

大语言问题、语言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建设开展语言文字科学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

鼓励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跨国家开展研究工作。充分发挥

高校、科研院所、学术团体以及地方语委的作用。 

加强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提高应用语言学学科地位和学术

影响力，形成较为完整的应用语言学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培养

造就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及创新意识的复合型、跨学科的应用语言

学人才，并努力促进语言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