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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专业与学科建设专栏 ( 主持人: 王立非)

主持人按语: 我国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历史悠久，本科教育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经过 60 多年的发

展，日趋成熟，已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商务英语人才。进入 21 世纪，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际商

务活动快速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2007 年，教育部批准设置商务英语本科

专业; 2012 年，将其列入本科专业的基本目录。商务英语专业以外国语言文学与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法

学等相关学科交叉为基础，具有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等特点，在我国的开放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培养的

人才社会需求稳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商务英语的不断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从商务语言

走向商务语言学，构建商务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可持续发展的商务英语专业和学科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商务英语是英语语言学和国际商务交叉产生的跨学科领域，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语言学视角研究英语在

国际商务中应用的规律和特点，创立商务英语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商务英语词汇学、商务功能语言学、商务认

知语言学、商务语用学、商务话语分析、商务翻译学、跨文化商务交际学、商务社会语言学、商务对比语言学、

商务语料库语言学、商务英语教育学、英语经济学、商务英语研究方法等。

本期特约了三位作者就商务英语专业和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进行研讨。第一篇论文涉及商务英语语言

学的交叉领域———语言经济学，梳理了过去十年国外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方法，对我们认识语言的

经济价值和交叉学科性质十分有益; 第二篇论文涉及商务英语语言学的本体领域———商务英语词汇学，对该

学科的界定、理论框架、研究重点等做了较深入的阐述，商务英语词汇学重点研究普通核心词汇、普通商务词

汇和专业商务词汇三个层次及相互关系; 第三篇论文涉及商务英语语言学的应用领域———商务英语教育学，

探讨课程设置的理论基础和体系，提出了加强商务英语专业内涵建设的十个思路，对专业方向、核心课程设

置、职业规划等进行分层次、分类别的指导，对商务英语专业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相信三位作者的研究会

启发读者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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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Ｒesearch Developments in Economics of Language:

Studies on Business English Linguistics

WANG Li-fei，LI lin
(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survey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developments in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based on the SSCI journal database from 2003 to 2012．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hot research topics in-
clude language as human capital，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guage and economics，immigrants and language poli-
cies．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gravity model are dominant．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is interdisciplinary and receives the concern of both Economics and Linguistics． Comparison also shows
that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studies of Economics of Language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topics，content and meth-
od． The study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research on Economics of Languag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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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引言

语言经济学作为商务英语的重要领域，探讨语

言的经济价值、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在国内取得了少

量研究成果( 如，黄少安、张卫国、苏剑，2012; 张卫

国，2011; 苏剑、黄少安、张卫国，2012 ) 。因此，国外

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对我国商务英语学术界

了解国际动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应用文献可视化

分析方法，对 2003 － 2012 间国外 SSCI 期刊发表的

语言经济学论文进行分析，绘制出国外语言经济学

研究热点和趋势图，考察 10 年来国外语言经济学研

究的发展趋势和差异，以期对国内语言经济学研究

提供启示。

2． 0 商务英语研究的语言经济学基础

商务英语的理论体系是商务语言学，商务语言

学从不同理论视角对商务英语进行描写、理论构建、

实际应用，可以分为三个分支学科 ( Doyle，2012 ) :

1 ) 商 务 描 写 语 言 学 ( Descriptive Business Linguis-

tics) ，商务理论语言学( Theoretical Business Linguis-

tics) 和商务应用语言学 ( Applied Business Linguis-

tics) 。三个分支学科具体由 13 个部分构成( 王立

非、陈香兰、葛海玲，2013 ) : 其中，商务描写语言学

包括: 商务话语分析、商务对比语言学、商务语料库

语言学; 商务理论语言学包括: 商务英语词汇学、商

务认知语言学、语言经济学、商务英语研究方法论;

商务应用语言学包括: 商务功能语言学、商务语用

学、商务翻译学、跨文化商务交际学、商务社会语言

学、商务英语教育学。由此可见，语言经济学是商务

理论语言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它把语言作为一

种变量，引入经济活动中，采用经济学和语言学的跨

学科方法，探究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具体研究语言资

源的经济特性，包括价值、效用、成本和收益四个方

面及其相互关系( Grin，1996 ) ，具有五个重点领域

( 黄少安、张卫国、苏剑，2012 ) : 1 ) 人力资本理论框

架下的语言与经济关系研究，如语言与收入、语言动

态发展、语言政策的经济学分析等传统语言经济学

研究; 2) 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语言的结构、现象及

相关语言问题，如 Ｒubinstein ( 2000 ) 所进行的语言

结构、语义及语用的博弈分析等; 3 ) 用经济学的方

法研究不同语言本身的产生、演化; 4 ) 经济学语言

的修辞，对经济学语篇和经济学家的话语特点开展

研究; 5) 研究语言服务产业、语言经济战略及其与

经济增长的关系。

3． 0 研究问题与方法

按照以上语言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我们对国外

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进行定量考察，重点回答三

个问题: 1 ) 近 10 年国外语言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总

体趋势是什么? 分布在哪些领域? 2 ) 近 10 年国外

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话题是什么? 哪些期刊的文

章或作者对语言经济学影响力较大? 3 ) 国外语言

经济学研究热点与国内相比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采用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Ⅱ，主要

运用主题词聚类和期刊共被引这一功能，分析研究

热点、趋势与代表性成果。国外的语言经济学研究

以 Web of Science( WOS) 数据库( SSCI) 期刊为数据

源，对论文的英文主题词①进行检索，期刊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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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03 － 2012 年，共 10 年。数据经过清洗处理，共

得到语言经济学论文 142 篇和 5，416 条有效被引文

献。来源文献包括作者、标题、来源出版物、摘要、参

考文献字段。

4． 0 结果与讨论

4． 1 国外语言经济学论文的总体趋势

本文将国际 SSCI 期刊刊登的语言经济学论文

按现有的理论框架归类并加以统计，结果显示，10

年来，语言经济学论文总数不多，年平均发表论文数

为 14． 2 篇( 见表 1) :

表 1 国外 SSCI 期刊语言经济学论文发表的

分布领域与特点( 2003 － 2012)

序号 研究领域 篇数 百分比

1 语言作为人力资本 70 49． 4%

2 经济学语言的修辞 30 21． 1%

3 语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8 19． 7%

4 不同语言产生演化历史的经济学分析 8 5． 6%

5 语言结构、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6 4． 2%

合计 142 100%

将 142 篇论文归类后发现，五类研究领域的研

究成果分布不平衡，其中，探讨语言作为人力资本这

个专题的成果最多，说明该领域是语言经济学关注

的一个热点，论文共有 70 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49． 4%。对经济学语言的修辞的研究是另一个热

点，位居第二，论文共 30 篇，占论文总数的 21． 1%。

有关语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论文有 28 篇，占 19．

7%，前三类研究领域的论文占绝对优势，达 128 篇，

占 90． 2%，其它两类的论文数量较少，只占 9． 8%。

此外，统计结果显示，语言经济学对语言的共时关系

的研究明显要多于对语言演化历史研究，说明学者

更关注当下语言因素的影响作用，力求解决目前影

响经济增长的一些重要现实问题。从分析也看出，

语言经济学对语言结构、语言现象的经济学分析很

少，尽管这些问题 Ｒubinstein 等语言经济学家认为

十分重要，而且对经济学研究也有意义，但毕竟语言

学家比经济学家更关心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

4． 2 语言经济学的热点话题统计

我们将论文数据导入 Citespace II，时间切分参

数( Time Slicing) 设置为“2003 － 2012”，时间分区为

“1”年一个分区。语词来源( Term Source) 选中“Ti-

tle”、“Abstract”、“Author Keywords”和“Keywords

Plus”。主题词类型 ( Term Type ) 选中“Noun Phra-

ses”，在节点类型( Node Types) 选中“Terms”，三个

阈值引文数量( C) 、共被引频次( CC) 、共被引系数

( CCV) 分别都设定为( 2． 1． 15) ，提取主题词被引词

频≥5 的名词或名词短语，生成主题词的网络图谱

( 图 1) 。

图 1 国外语言经济学研究热点话题的

网络图谱( 2003 － 2012)
提取结果显示，主题词被引词频≥5 的名词或

名词短语共 27 条，从高到低排序后显示，过去 10 年

来，国外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可以归为五类:

1) 研究主题，如收入、语言技能、语言水平、英语、经

济学、国际贸易、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网络、贸易、

双边贸易、流利度、文化、语言障碍、沟通、外语、全球

化、非洲语言、语言政策; 2 ) 研究人群，如移民; 3 ) 研

究区域，如美国、南非、加拿大、欧盟; 4 ) 研究方法，

如话语分析、引力模型( 见表 2) 。

表 2 国外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分布( 2003 － 2012)

序号 主题词 频率 序号 主题词 频率

1 earnings 28 15 United States 7

2 language skills 22 16 fluency 7

3 proficiency 20 17 culture 6

4 immigrants 22 18 South Africa 6

5 economics 17 19 immigration 6

6 discourse analysis 15 20 Canada 6

7 international trade 12 21 language barriers 6

8 Gravity model 11 22 communication 6

9 English 11 23 European union 5

10 human capital 10 24 foreign language 5

11 labor market 10 25 globalization 5

12 networks 8 26 African language 5

13 trade 8 27 language policy 5

14 bilateral trade 8

对论文主题分析归纳可以发现，过去十年，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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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经济学研究反映出四个热点:

1) 热点一: 关注语言对人力资本的价值

统计 结 果 显 示，earnings、language skills、profi-

ciency、economics、human capital 都是高频主题词，排

列在最前面，表明语言与经济收入的关系是一个热

点话题，最受语言经济学研究关注。研究语言与经

济收入的关系主要是把语言作为一个影响变量，考

察在某一经济体( 如欧盟) 中或者在经济变革过程

中，某一群体( 如移民或者少数种族) 因语言使用差

异而造成的收入差异( Leping ＆ Toomet，2008; Pope，

2008) 。经济收入是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人力资

本理论是语言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人力资本

理论框架下，探讨语言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以及所

得到的回报( Anderson，2008; Williams，2011; Bleak-

ley ＆ Chin，2008) ，考察收入、移民、人力资本、劳动

力市场与语言技能、语言水平、语言流利度等要素之

间的关系。在影响语言效果的诸多因素中，语言水

平影响因子最受关注，尤其是移民和外国人的语言

程度对其收入的影响，语言水平所带来的经济回报，

以及语言熟练度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是语言

经济 学 关 注 的 热 点 领 域 ( Aldashev，Gernandt ＆

Thomsen，2009; Bleakley ＆ Chin，2010; Ku ＆ Zuss-

man，2010) 。

2) 热点二: 探讨语言与经贸增长的关系

统计分析显示，international trade、trade、bilateral

trade、language barriers、communication 等是高频主题

词或词组，表明语言经济学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领域

是经济学、国际贸易、双边贸易、海外投资等与语言

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的幅度和经贸往来的活跃度

促进语言的发展、传播和强大; 反过来，语言的强势

发展和扩张会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腾飞。部分学

者( Selmier ＆ Oh，2012 ) 探讨语言对贸易的影响及

二者之间的关系，采用经济引力模型考察语言相似

性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有些语言与其他语言使用的

词汇、语法结构、字母或书面中所采用的音节很相

似。这种相似性可以促进跨文化沟通，从而促成贸

易和投资。在典型的国际贸易中，买方( 进口商) 和

卖方( 出口商) 之间进行谈判，在许多情况下，只有

一个买方和一个卖方，使用双方都掌握的语言进行

交易。语言成本包括谈判步骤及完成交易所需的耗

费，使用商务英语可以直接保持双方沟通顺利和高

效，减少沟通和谈判的时间，从而直接导致贸易成本

的降低。因此，语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

的重要因素和经济指标。在国际贸易中，语言就变

成影响贸易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3) 热点三: 移民相关语言政策受关注

统计 显 示，immigrants、immigration、African lan-

guage、language policy、United States 以及 South Afri-

ca、Canada、European Union 等主题词在论文中出现

的频率较高，移民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对一国的经济

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过去十年，国外的语言经济学

研究探讨美国移民、加拿大、欧盟、南非移民的语言

障碍和沟通问题以及语言政策的制定等。不同背景

不同年龄的移民语言运用能力差异较大。移民使用

当地语言的准确度和流利度对其在当地的社会地位

和收入有较大影响。语言经济学关注移民这一群体

因语言 差 异 而 造 成 经 济 收 入 的 差 异 ( Bleakley ＆

Chin，2004，2008; de Coulon ＆ Wolff，2007; Chiswick，

Lee ＆ Miller，2005) 。

此外，大量研究都是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英

语国家为对象展开研究的，还有的讨论非洲语言。

非洲大陆包含不同语言类型的国家，本土部族较多，

语言不统一。且非洲国家过去多为殖民地国家，西

方殖民政策影响深远。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后殖民时代非洲本土

语言的发展与保护，是语言经济学关注的热点( Ka-

mwangamalu，2010; Morgan ＆ Ｒamanathan，2009;

Hill，2009) 。

4) 热点四: 实证研究方法为主导

从分析可以 看 出，discourse analysis 和 Gravity

model 是语言经济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 Tinbergen，

1962) 。实证研究是语言经济学的主导研究范式，

贸易引力模型方法考察语言与贸易等诸多变量之间

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与影响，用以解释人类在地理空

间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相互影响与作用的方式，该方

法也是考察国际贸易流量的主要实证研究工具。话

语分析方法用来分析经济话语，包括语法、结构、修

辞等方面的特点，以及不同话语结构和片段如何反

映经济思想和观点。

4． 3 语言经济学论文发表期刊的聚类分析

依照被 引 期 刊 统 计 做 法，在 节 点 类 型“Node
Types”中选择“cited journal”，三个阈值引文数量

( C) 、共被引频次( CC) 、共被引系数( CCV) 分别设

定为( 2． 1． 15) 。运行 CitespaceⅡ，绘制出国外 SSCI

期刊论文的聚类图谱( 图 2) ，提取中心度较高的 SS-
CI 期刊共 11 种( 见表 3) 。

统计显示，国外语言经济学论文发表期刊可以

归为经济学和语言学两类: 1) 经济学类期刊，如《政

治经济学刊》、《人口经济学刊》、《经济学快报》等;

2) 语言学类期刊，如《专门用途英语》、《应用语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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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发表语言经济学论文的 SSCI期刊
聚类图谱( 2003 － 2012)

学》、《社会语言学刊》等。期刊分布呈现出二个特

点: 1) 语言经济学具有跨学科属性，经济学和语言

学都关注语言经济学研究，虽然从排名前 20 的期刊

看，语言类和经济类期刊数量的大体平衡，但经济学

期刊的影响力明显较强，影响力排前五位的期刊中

有四本是经济学期刊，只有一本是语言学期刊; 2 )

语言经济学论文刊登在影响力较高的 SSCI 经济学

期刊上，其中，以《政治经济学报》( 中心度 = 0． 26) 、
《人口经济学刊》( 中心度 = 0． 26) 、《经济学快报》
( 中心度 0． 20) 、《经济文献学刊》( 中心度 = 0． 19 )

在语言经济学研究中影响力最大。《专门用途英

语》( 中心度 0． 24) 、《应用语言学》( 中心度 0． 15) 在

语言经济学研究中影响力最大。

表 3 刊登语言经济学论文的 SSCI 期刊

影响力分析( 2003 － 2012)

序号 期刊名称 中心度 频次

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0． 26 15

2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0． 26 7

3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0． 24 18

4 Economics Letters 0． 20 13

5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0． 19 27

6 Applied Linguistics 0． 15 12

7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0． 14 8

8 The Economic Journal 0． 14 22

9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0． 13 6

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0． 11 10

11 KYKLOS 0． 10 6

12 Industrial and Labor Ｒelations Ｒeview 0． 09 16

13 TESOL Quarterly 0． 08 6

14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0． 08 4

15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0． 07 12

16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0． 07 8

4． 4 国内外语言经济学研究热点话题的异同
我们统计国内 CSSCI 期刊 2003 － 2012 年发表

的语言经济学论文的热点话题发现，国外和国内的

语言经济学研究热点话题既有相同也有差异。国内

语言经济学热点话题从高频到低频依次排序为: 语

言产业、语言服务、翻译产业、人力资本、经济学修辞

( 话语) 、语言资源、语言产品、语言红利、语言规划、
需求分析、语言选择、语言政策( 表 4) 。

表 4 国内语言经济学研究热点话题统计( 2003 － 2012)

序号 主题词 频率 序号 主题词 频率

1 语言产业 12 7 语言产品 5

2 语言服务 11 8 语言红利 4

3 翻译产业 9 9 语言规划 4

4 人力资本 7 10 需求分析 4

5 经济学修辞 6 11 语言选择 3

6 语言资源 6 12 语言政策 3

对比表 2 和表 4 可以看出，国内外语言经济学

研究异同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 ) 就研究话题而

言，国内外学界都关注人力资本、经济学修辞、语言

规划、语言政策等，进一步证实在语言经济学的重点

研究领域国内外有某种共识，但关注度有差异，国外

明显比国内更加关注人力资本的语言价值; 2 ) 就研

究内容而言，国外语言经济学研究较具体的问题，如

语言与收入关系、语言水平对移民的经济地位的影

响。而国内语言经济学更为关注语言产业，语言服

务、翻译产业、语言资源等较宏观的问题; 3 ) 就研究

方法而言，国外主要是实证研究，包括话语分析和计

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等，而国内的多以需求分析和论

述为主，更多是关于语言经济学的学科定位、现状评

述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展望，定性或定量研究数量较

少，非实证研究方法占主要地位。二者的差异表明，

国内的语言经济学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需要不断

完善学科理论，开展高水平的科研，以解决经济发展

中的语言问题。

5． 0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考察发现: 就研究热点而言，语言作为人

力资本成为研究热点，语言与经贸的关系受关注，移

民和相关的语言政策受关注，话语分析和引力建模

等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使用广泛。就期刊影响力而

言，语言经济学具有跨学科属性，经济学和语言学都

关注语言经济学研究，经济学期刊的影响力明显较

强。国内外对比显示，国内外学界都关注人力资本，

但国外比国内更加关注，国外语言经济学研究内容

较具体。本研究发现对国内语言经济学研究具有一

定的启示。
笔者建议，今后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可以集中围

绕以下八个方面展开: 1) 语言的经济价值与效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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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2) 语言的经济成本与收益; 3 ) 语言服务业的经

济价值分析; 4 ) 语言教育产业的经济价值分析; 5 )

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及相互影响分析; 6) 经济学语言

的修辞分析; 7 ) 语言规划及语言政策研究; 8 ) 语言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评价研究。

注释:

① 本研究检索的英文主题词为“ language of eco-
nomics”、“economics of language”、“language and e-
conomics”、“language industry”、“translation indus-
try”、“interpretation industry”、“economic discourse”、
“economic rhetoric”、“language management”、“eco-
nomic value of language”、“language and human cap-
ital”、“language and income”、“language and earn-
ing”、“language and trade”、“language service”、
“translation service”、“interpretation servic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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