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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趋势与评价
!

刘国辉
!

张卫国

摘
!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语言的交际功能被逐渐放大&语言及其相关问题越来越

多地与经济联系在一起&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的交叉学科领域悄然兴起'近十几年

来&语言经济学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其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出

现了语言与移民(语言与贸易(语篇分析金融$经济%等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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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经济的关系是近几十年来各国学者日益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小到个人的语

言学习决策&大到一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都与这一话题相关'除开语言

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的传统关注之外&经济学家对语言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关于语言与经济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不断涌现&人们一

般将此类研究称为语言经济学'而随着交叉学科研究的兴起以及语言学(经济学自身的

发展&语言与经济之间的契合点越来越多&特别是
0!

世纪以来&语言经济学研究在原有基

础上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拓宽其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本文对新

近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析'一方面旨在梳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另一方面希望能加强人们对新时期语言与经济互动关系的了解和认识&促进语言经济学

这门交叉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一(语言经济学传统研究的深化

$一%语言与收入关系领域

语言与收入关系一直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是语言经济学研究最为成熟的领

域之一&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是!语言技能与劳动者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关

于语言能力影响劳动收入的理论机制&人力资本理论给予了较好的解释)二者的正相关关

系也得到了以往大量实证与经验研究的支持'近十几年来&语言与收入关系得到了更为

深入的研究和考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的改进)二是研究问题的拓展)三

是国别研究'

第一&由于语言与收入关系研究主要采取计量回归的方法&研究中可能存在着测量误

差或遗漏变量等问题&加之语言能力与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内生性问题严重地影响着语

言对收入影响程度的准确估计'因此&在研究方法改进方面&重点在于解决语言能力与收

入的内生性问题&而工具变量的使用是最常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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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研究问题的拓展方面&新近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以往对总体语言能力的考察上&而开始对有

关读(写(说单项语言能力对收入的影响进行细致的研究考察&如
3)D.<)

H

SAG)EKA?E

等人!的研究'此

外&有关语言能力与其他人力资本的互补性等问题$语言能力与其他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共同影响作用%

也纳入到研究中来'具有代表性的有
MAGG

H

S.+/,+(*

和
IA-?P+??EG

" 以及
a?+MEGFA)

等人#的研究'

第三&在国别研究方面&受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国家和地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各国研究机构或个人对数据库建设的投入&基于不同地域$亚(非(欧(

美洲%(不同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语言环境$前殖民地国家(非殖民地国家(多语国家(

单语制国家%等层面的国别经验不断得以补充'所涉及国家包括!德国$

(荷兰%

(西班牙'

(土耳其(

(

南非*

(以色列+以及印度,-.

&等等'

$二%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经济学分析领域

近年来&有关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经济学分析的研究主要活跃于欧洲地区&研究测算欧盟官方语言的

效率及其成本问题&为解决欧盟的官方语言规划问题找寻出路'例如&

d+(D<G\+)/C-G

@

.

等人,-/以欧盟

为例考察了*公民语言权利剥夺+$

_A)

@

-A

@

E2+/E)=GA)(.+/EFE)D

%的概念'当一种或更多语言不在官方

语言名单之列时&这意味着一些人的母语进入政治或文化生活的权利被剥夺了'

通过对公民语言权利剥夺率指标的构建和计算&欧盟官方语言最优数量取决于两个参数!一是社会

对公民语言权利剥夺的敏感度&二是该语言政体语言的覆盖程度'关于如何避免欧盟中公民其他语言

权利被剥夺&

\+)/C-G

@

.

等人研究认为&尽管英语作为广泛的流行语言&保留欧盟工作语言中的法语和

德语是避免大规模公民语言权利被剥夺的关键'

[A)Z+;GF-(

和
\+)/C-G

@

.

,-0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发

展了一个多语社会的语言政体选择模型&发现公民语言权利被剥夺的程度和成本因语言而异'这就产

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平等对待各种语言时所面临的经济效率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是欧盟成员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愿意继续原有的语言政体模式或将资金分配给其他语言服务上'只有

当各成员国从中受益时&欧盟多语并存的原有格局才能被打破'

当然&对欧盟官方语言最优数量问题&也有人持谨慎态度'

P+(.E?E\AVV<?A

,-1通过比较三种不同方

案下的六国语言政体经济和政治的优缺点&认为语言政体是否最优依赖于所采取的不同方案&而且多语

的现状并不意味着欧盟不可避免地增加财政支出&即使增加也不会到达无法忍受的地步'基于此&

\AVV<?A

和
\G+)

,-3 尝试发展了一个强调效率与公平的语言评价框架&以保证欧盟以合理的成本进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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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辉 等!西方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趋势与评价

流'他们认为&由于不同的语言政体都依赖于各自的划分标准$诸如交流便捷性(组织简单性或包容性

等%&它们在各自的标准上都是最好的'因此&有必要澄清政策目标&认清那些流于形式的所谓解决措

施&发展能结合不同语言政体的语言政策'

$三%语言动态发展领域

语言动态发展涉及语言消亡(语言转换和语言推广等方面&往往与少数民族语言问题联系在一起&

其中自然也会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和规划的问题'

0"

世纪
8"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语言消亡的现象

日趋加剧&语言动态发展的研究重点在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及推广上&主要围绕着三方面展开!

!一是少

数民族语言使用的分析&重点在于少数民族群体使用或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个体决策上&而非对那些

引导人们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分析&例如&

ME)

@

D

4

3G)EY+(*/DGeF

" 等'二是少数民族语言传播与

消亡的历时分析&如
2A)+E?3CGAF/

和
RDEKE)RDG<

@

ADV

#

(

TA

@

<GENGG+CEG+

和
[</E

4

WAF<)JG+AGDE

$ 等'

三是基于影响语言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如
\G+)

% 等'其中&第一点和第三点

相辅相成&前者是基于个体语言规划的微观行为分析&后者是基于社会语言规划的政策评价'

需要指出&语言动态发展研究虽然涉及经济因素&但相对于其他研究方向其最大的贡献来自语言学

家$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家%&偶尔有经济学家涉足'尽管如此&正如
\G+)

所总结&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经济

学研究是一种有用的提醒&它提醒研究人员不要让自己陷入特殊的学科习惯的束缚之中'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一%语言与移民

语言与移民研究和语言与收入研究相关&但前者较后者范围更大'虽然目前语言与收入研究包括

移民的语言能力和非移民的语言能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但早期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是考察移民语言

能力对其收入的影响'而这里的语言与移民研究是指语言对移民劳动收入之外其他方面的影响&如语

言相似度与移民率$语言对移民的地理流向的影响%(语言对移民的社会融入$婚姻(生育(居住环境%的

影响等问题'可以说&语言与移民研究是在语言与收入研究基础上的一个话题延续'

移民是一种社会现象'经济学理论认为&移民总是从收入相对较低(机会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向收入

较高或具有更多(更好的生活就业机会的国家和地区流动'一般情况下&移民目的国较高的收入和更好

的生活就业机会所形成的*拉力+要大于移民来源国较差的资源环境所产生的*推力+'涉及语言&移民

目的国语言是否易学&是吸引移民迁徙很重要的一种*拉力+'

新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如果移民的母语在语言学意义上与他将要学习的语言非常接近&那么他学习

掌握该语言就变得相对容易'

'这意味着是否能快速学习掌握某一国家的语言成为人们移民决策中的

一个重要因素'

3?+(+A3;/EGA

和
PAG+<?AI

H

D?+*<KA

( 利用语言学中的语言相似度指标&研究了语言与

移民流向的关系'两位学者发现&语言相似度与移民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如果一国与另一国官方

语言相似度越高&国家间的移民率就越高'具体而言&语言相似度对移民地理流向的影响程度高达

!$Q

#

0"Q

左右'与影响移民流向的其他因素相比&这一数值要高于国家毗邻因素&也高于共同的历史

渊源因素&甚至高于失业率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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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明&语言本身对移民的影响是巨大的'

语言不仅影响着移民的地理流向&语言能力还影响着移民在目的国的婚姻(生育和居住环境等'

]<

H

DM?EA*?E

H

和
3+FEES.+)

! 基于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研究发现&来自非英语国家移民的英语能力

增加了他们在目的国与原配偶离婚以及与美国本地居民结婚的概率)婚姻匹配上&英语能力也使得移民

较容易地找到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高收入的配偶&他们的生育率也较低)对于一些人而言&在居住

地的选择上&具有较高的英语能力的移民往往生活在本民族移民聚居地之外的地方'这表明英语能力

有助于增强移民社会融入的能力&因而在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述结果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经验支持'

SA.+D\-KE)

和
3/A;-?N/?AF

" 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也

发现&英语能力对移民的配偶选择以及自身和下一代的社会结果均有重要的影响'

语言与移民研究还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语言学中的*语言关键期+假说'

M?EA*?E

H

和
S.+)

还发现&在

控制了居住时间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之后&

8

岁之前来到美国的移民的英语能力全部都是流利的)而过

了语言学习关键期之后才来到美国的移民&其英语水平普遍较低'该证据表明语言学习关键期确实存

在'由于移民语言能力具有收入和社会融入效应&因此&最佳的移民时间是在儿童时期&年龄最好不要

错过语言学习的关键期'

$二%语言与国际贸易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语言对贸易的影响重大'经贸往来过程中&同一种语言有利于交流&会使交

易更容易&更透明'而贸易双方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虽然可以借助第三方翻译来完成交易&但贸易双

方潜在犯错或产生误解的可能性变大&即贸易成本上升'因此&近年来有关国际贸易问题中的语言因素

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大量文献研究了语言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第一&共同语言的影响'

[E==GE

H

ZGA)*E?

和
3);GE,W</E

# 研究发现&与其他各方面禀赋相似但没

有共同语言的国家相比&使用相同语言的国家间往往可获得
!#%

倍以上的贸易量)

[AFE/3);EG/<)

和

aG+(dA)Y+)(<<

L

$ 也发现&语言障碍相当于对贸易额外征收了
1Q

的关税&这与真实的关税壁垒
%Q

的影响效应非常接近'

[A(

O

-E/PE?+DV

% 认为&仅从官方语言来判断国家间是否具有共同语言是不够

的&他进一步考察了一国使用人数占总人口
0"Q

以上的语言对国家间贸易的影响&结果发现此类语言

也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现实生活中&共同语言的种类很多&

Y#BGAK+/RE?F+EGNN

和
S.A)

@

]<<) .̂

' 基于
PE?+DV

的论文数据比较了英语(法语(西班牙和阿拉伯语分别作为共同语言对贸易的

影响'他们发现&在这四种语言之中英语对贸易的影响是最大的'

第二&语言直接沟通能力的影响'语言直接沟通能力&即国与国之间使用其他通用语言交流的能

力'

Y+??+AF ]-D(.+)/<)

( 利用
77

个国家样本分析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

比例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对国家间贸易贡献比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贡献更

大&而且对出口的影响大于进口的影响'

]

H

E

'

+):-

和
3/A=X-//FA)

* 使用托福考试平均成绩的乘积

对各国语言直接沟通能力进行了量化&发现英语交流能力对全球贸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表明英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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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辉 等!西方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趋势与评价

为通用语能够缓解各国之间的沟通障碍'此外&

PE?+DV

在研究中将各国至少
$Q

以上人口所使用的本

国语定义为直接沟通语言&发现此类语言对双边贸易流量也有着显著影响'类似地&

[A)Z+;GF-(

和

[AG*<Z+;GF-(

! 统计了欧盟成员国家的语言熟练度水平&对语言沟通能力与贸易关系进行了回归分

析&发现第三方语言沟通能力的确影响着贸易流量&而且该影响要大于共同的官方语言对贸易的影响'

第三&语言距离或语言相似度的影响'语言距离是指不同语言人群之间相互学习各自语言的难易

程度&一般用词汇统计学方法加以量化"

'语言距离分数越高&表示两门语言之间的差别越大(学习越

难&学习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以英语为例&一国语言与英语的语言距离越小&该国与美国的贸

易流量越大&反之亦然#

'其中&语言距离对进口的影响大于出口&尤其是在消费品的进口方面'不过&

语言距离对贸易的影响效果与其他语言因素相比是较温和的'

N

L

/.<G;+)

@

和
D̂DE)

$ 发现&语言距离

从
06Q

相似度提升至
16Q

&与之相关的贸易流量却只提高了
$Q

'

总之&语言之所以影响国际贸易&其机理在于!语言直接影响着贸易双方的交易成本&通过学习贸易

国或第三方语言&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还有利于增强国与国之间对相互文化及价值观的了解与互动&

从而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

'

$三%语篇分析金融$经济%

金融学研究中&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定是股票定价的两大基石'其中&有效市场理论认为&

金融市场中的证券价格反映了其中蕴含的所有可能信息'

&进而只有新的且未被市场所预期的消息发

布时&才会引起股价的变动'理论上&有效的企业估值应该等于它们预期现金流折现值条件下投资者的

信息集&其中包括有关上市公司的定性描述&如经营环境(业务以及金融媒体报道中的前景等'

因此&以往大量文献探讨的是股票市场价格中所蕴含的定量信息问题'但是实践上&上市公司股票

价格的大幅变动似乎不会随着公司基本面定量测度的变化而变化&这表明一些定性变量可能有助于解

释股票回报'基于上述观察&

IA-?BED?<(*

等人(开创性地对一些定性的言语信息进行量化&特别研究

了新闻报道中的负面词汇对上市公司财务盈余和股票收益的影响&并考察了词汇的使用是否可以用来

改善人们对上市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这其中的言语信息量化便使用到了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技术'

BED?<(*

等人收集了
!8%"

至
0""$

年间.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新闻服务/关于标准普尔
6""

指数

公司$

RbI6""

%的新闻报道&依据哈佛
Nd4$

分类词典的标准并利用语篇分析技术统计了每篇文章中

的负面词汇占比&总观测值达
0"

余万个'进而&在控制了上市公司的基本特征$包括公司规模(交易量(

账面市值比(净值市值比(盈余惯性以及新闻报道当天(前两个交易日(上月和上一年股票的异常收益%

和企业价格风险因素协方差等变量之后&对新闻报道中负面词汇与公司盈利进行了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负面词汇与上市公司盈利负相关&其影响甚至要高于分析师预测和历史财务数据对公司

盈利的影响'基于公司基本面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和其他方面的新闻报道相比&公司基本面的负面

报道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大&这表明定性的言语信息并不仅仅是对上市公司传统绩效量化简单的

反馈&语言媒体传递的信息超越了标准的数值报告&量化新闻故事中的这些媒体情绪能预测股票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语篇分析金融增强了人们对上市公司现金流动及盈利的预期和理解&其研究结果也构

成了对传统股票定价理论和有效市场假定的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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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分析技术不仅被应用于金融学领域&还被应用到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度量之中'

R(<DDMA*EG

等

人!基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本土十大权威报刊上登载的同时包含*经济+*政策+和*不确

定性+三类词汇文章出现的频次&构建了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其他
!!

个主要国家的月度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指数&并且利用该指数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微观经济的影响'

作者发现&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股票价格波动性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投资和政策敏感性部门

$国防(金融(基建等部门%的就业水平呈现负向相关关系'该研究最大的亮点就是基于报纸文章中词汇

覆盖频率构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标'

三(简评与启示

以上我们从不同侧面对最近十几年间西方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梳理&旨在讨论这一话

题在促进对语言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理解以及二者有效互动的前景'具体地&我们将语言经济学的新进

展分为两个部分!语言经济学传统研究的深化和语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传统语言经济学研究方面&语言与收入关系(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经济学分析以

及语言动态发展等研究领域深化的方向主要围绕着为理解和解决真实世界中语言实际问题而展开'

首先&随着语言能力与收入研究的深入&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基本得到了广泛验证'在此情形下&语

言能力是否对收入产生影响不再是研究的重点&人们更加关心各国经验中语言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到底

有多大'这对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需要对数据和结果进行更为精确的估计'重

心的转变就使得语言与收入研究在技术和方法上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研究结果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具

有了进一步的政策含义'如果语言在一国具有很高的回报率&国家有责任加大对语言教育的投入&劳动

部门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劳动者语言技能培训'这对于改善劳动者收入及经济地位(调整社会整

体收入分配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而如果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上语言的经济回报虽然为正&但增量不明

显&那么&语言技能投资可能就不是非常紧迫的&政策部门可能将资源向更为紧迫的任务倾斜'可喜的

是&自
0""6

年以来国内也陆续出现了考察普通话和方言能力对农民工城市就业及收入影响的实证研

究"

&为国际语言与收入关系研究提供了中国的经验支持'

其次&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本身就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较新领域&起源于
0"

世纪
&"

年代)而语

言政策和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在
0"

世纪
1"

年代开始萌芽&兴起于
8"

年代&是经济学方法在语言学问题

上的应用之一'具体而言&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经济学分析主要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解释语言政策和语言

规划的效应和内容&研究讨论如何应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来达到特定目的&进而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

划的目标进行经济学评价#

'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在过程中更加强调理性

选择过程&在目标上更侧重于社会福利的提升$

&正逐步从概念层面向某些具体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方向

发展&特别是经济学尝试在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效率(公平以及语言多样性保护之间寻求一条较为合理的

解决办法'

第三&近几十年来全球语言消亡问题日趋严重&少数民族语言保护问题日益得到世界各国的官方关

注&有关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及推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语言经济学新时期语言动态发

展研究的重要方向'对于语言消亡和语言推广的经济学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动态发展现象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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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辉 等!西方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趋势与评价

的实质问题&即经济力量在其中的驱动作用'经济学的视角是对传统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力补充!

'

这一研究也体现了语言经济学为解决现实语言生活问题所付出的努力'

当然&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语言经济学是建立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

究视角和基础之上的&自语言经济学产生之日起&语言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扩大"

'在语言经

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语言与移民(语言与贸易(语篇分析金融$经济%等新兴研究方向的出现&体现

了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视角遵循以问题为导向的一贯传统'

当今社会&移民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移民是劳动力对地理性流动的投

资&那么&哪些人更愿意进行这种投资&进而在何处进行投资&这些问题需要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解决'

政策层面&国家和地方政府也亟须学者的政策建议'此外&移民也不仅是简单的工人移居&更重要的是

工人人力资本的技术转移和流动'技术转移和流动首先是语言上的沟通'语言能力也是一种人力资

本&较好的语言能力不仅与移民收入正相关&与教育和工作经验等其他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对

移民的婚姻(生育(居住条件等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因此&把语言纳入移民的研究中来&丰富了劳动(人口以及移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特别有助于理解

新时期移民的语言学习以及由语言引发的社会融入问题'对移民的婚姻(生育和居住环境等社会融入

问题的研究还有助于我们对移民家庭环境及其内部语言规划的理解'移民的婚姻决策扩大了因语言导

致的个体间差距&例如&当外来移民与美国本地人结婚之后&其英语能力会随之提高&而如果移民与较高

收入的本地人结婚&整个家庭的收入也会随之增长'一般来说&人们不主张为了获得特定的婚姻和生育

结果而改变语言政策&但为了使人们获得更好的教育或更高的收入&相关部门却可以对语言政策进行调

整'事实上&移民的语言能力有助于提高下一代子女的语言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并且显著地降低了他们

的高中辍学率#

'这种代际效应很大程度上源于移民的家庭结构&特别是语言结构因素'

在贸易研究方面&既有国际贸易研究往往从一国经济规模(人均购买力(地理距离(贸易协定等方面

考察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而国际贸易是经济互动行为&而互动最常规性的工具是语言&因此刻画语言

变量并注重语言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扩充了国际贸易理论与

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为语言产业的构建以及语言通用度的提高建立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相关研究

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内涵&注重语言文化推广以及提高语言翻译标准化与精确度是改善国际贸易(赚取语

言红利的必要之举'

语篇分析金融$经济%是经济学和金融学中的一个崭新话题'如果说传统语言经济学研究以及上述

新进展是将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中&语篇分析金融$经济%则相反&是在金融和经济学研究

中借用了语言学语篇分析的技术和思想'在金融学领域&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研究往往专注于某一特定

事件类型&如盈利公告&公司重组或分析师建议等&而语篇分析金融通过量化言语信息&使得研究人员可

以检验任意事件的定向影响'分析更为完整的影响公司基本面价值的活动事件&也可以使研究人员能

够识别企业和市场对相关事件的常规性反应'此外&言语信息交流是获取公司基本面特征的一个潜在

的和重要的信息来源'

现实生活中&股市投资者很少能观察到企业的生产活动&他们所能得到的大部分是二手信息'这些

消息的来源有三个!一是分析师的股市预测)二是公开披露的公司财务状况)三是公司当前和未来盈利

活动的新闻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财务数据公开披露不完整&而股票分析师又具有一定的主观偏见

或是出现分析失误&语言变量在公司未来收益和回报上的补充解释力就变得更强'语篇分析金融$经

济%研究的贡献在于&通过语篇分析对言语信息的量化&它捕捉到了现实经济运行的走势&而一些走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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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传统方法难以量化的'这使语言学和经济学之间的互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目前&国际主要经济

和金融信息提供商$例如道琼斯(汤姆森路透社和彭博等%基本上都在使用语篇分析方法作为衡量和审

定各自新闻语言语气的标准'

最后&关于语言与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发展&除了上述几方面研究外&还有一些经济学文献值得一提&

比如关于经济发展与语言词汇增长!

(语言与企业理论"

(博弈与语用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这些文献

基本上也是以问题或兴趣为导向的'例如&经济发展与语言词汇增长方面&虽然实证研究表明二者间存

在着正相关关系&但这一结果仅仅是纯数据相关的&二者相关性缺乏理论机制的阐释'这也暴露出语言

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缺陷&即忽视了理论*硬核+或框架的构建'

事实上&虽然十几年来语言经济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但目前为止它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相对独

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因此&语言经济学要想彻底摆脱当前的尴尬局面&其未来的研究应该在进一步

深化已有研究的同时&重视对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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