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 2016 年度项目指南 

一、重大项目  

1.中华诗词新韵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通过研究梳理古代韵书，总结韵目分类

规律，提供新韵研究理论基础。整理研究当代韵书，尤其是

四种通用新韵标准，按照普通话的语音标准来区分押韵和平

仄。在充分考虑语音的现代变化与古代诗歌的用韵传统基础

上，结合实践创作推陈出新，制定新韵规则，达到利于推广

使用，提供创作依据的目的。 

2.新闻出版领域贯彻落实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情况调查

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调查研究新闻出版领域语言文字规范标

准的需求情况、贯彻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服务

新闻出版领域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对策建议，以及推动

该领域贯彻落实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对策建议。 

3.多语种网络空间语言战略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为构建全球网络空间的中国话语体系，

增强我国在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从语言规划、话语受众、

话语传播等方面，研究多语种网络空间中国话语建构的理



论、概念和实践；分析受众的话语特征；研究中国话语传播

途径与方式；面向多语种网络空间传播的中国话语，建立中

国话语多语种动态数据库。研究提出多语种网络空间语言战

略建议与对策。 

4.“一带一路”语言文字专项项目（1 项） 

5.语言文字信息技术与应用研究专项项目（1 项） 

  

二、重点项目  

6.汉字部首表（修订） 

主要研究内容：根据社会应用情况对 2009 年发布的语

言文字规范《汉字部首表》进行微调；研究部首名称，补充

《汉字部首名称表》。 

7.通用规范汉字读音规范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确定《通用规范汉字表》中 8105

个汉字的读音，重点解决三级字中专用字的读音问题。 

8.两岸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比较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对两岸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进行全面细致

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两岸重要的文字、语音等规范标准进

行比较研究，并形成数据库。 

9.少数民族语句法树库建设（藏语） 

主要研究内容：今年主要研究藏语句法树库构建的理论

体系，自动分析方法及实践过程；提出适合藏语句法分析的

框架，完成不少于一百万词级的句法树库，完成相配套的自

动分析系统，为藏语语言本体研究和藏语文信息处理提供基

础资源支持。 

10.网络言语特征刻画与身份识别方法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描述网络言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语

体及文字等特征，刻画网络言语使用者的地域、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职业等个人身份特征及属性，为确定刑事侦查方

向，缩小侦查范围，提供一种比较科学的识别方法。 

11.新石器刻划符号与汉字起源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全面整理近年来出土的我国新石器时代

刻划符号，探索各文化遗址刻划符号的联系和区别，阐释各

文化遗址刻划符号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寻找新石器文化刻

划符号与汉字起源的联系，探索汉字起源的相关问题。 



12.汉字图象美学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文字学与文艺学跨学科研究方法，

以汉字及其图象为研究对象，从字形出发考察造字原理，探

寻汉字图象的生成与还原，关注其抽象化过程中所涉及的精

神活动，并在形、音、义的相互关系中解读汉字所包蕴的感

性的、直观的美感。 

13.港澳语文政策及热点问题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全面梳理港澳语文政策（普通话、粤方

言及其他汉语方言、英语及其他外语、文字和拼音使用等方

面）；深入调查和定量分析港澳在语言教育、教育语言、社

会应用具体使用情况（包括政府部门、司法立法领域、广播

电视、互联网、社会用字用语等）；梳理近 30 年来的港澳

语言热点问题，形成原因及发展趋势。 

14.汉语外来词形式称名变异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以认知社会语言学和称名学为理论指

导，考察现代汉语外来词称名的历时变化和共时分布，描写

其变异与变化的模式。设计实施外来词称名实验，考察人们

对外来词的称名过程，对语言、认知、社会影响因素进行多

元回归分析，揭示能指与所指结合的约定俗成的过程、模式

与机制。 



  

三、一般项目  

15.跨境民族语文翻译与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跨境民族语文在国家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跨境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基本情

况；我国跨境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现状；跨境民族语文翻译

在国内边境地区跨境民族中的传播和接受现状；民族语文翻

译在周边国家各种媒介中传播和接受情况；跨境民族语文经

籍文献的互译工作。提出构建融通中外的国家对外话语体系

的对策建议。 

16.窗口行业从业人员语言能力问题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选择行政、医疗、交通、旅游、金融等

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研制开发推荐性的从业人

员语言能力准入标准；针对各服务行业的语言使用现状及需

求，开发语言能力培训体系；根据各不同服务行业的特点，

开发具有可操作性的语言能力评价体系，并对从业人员的语

言能力及培训效果进行评估。 

17.新闻语言发展史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我国新闻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

展现状、特点及规律，分析方言、网络语言、外语等对新闻

语言的影响，探索语言文字规范与新闻语言发展之间的关

系，对新闻语言的和谐发展提出建议。 

18.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法律语言历时研究（民国-现在） 

主要研究内容：收集民国以来的相关法律语言的书面和

口头语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建构历时法律语言语料库。在

此基础上，对重要法律时期的法律语言特征和现象分别做详

细准确历时描述。对比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律语言，在法理（法

哲学）层面上剖析各时期的差异和特征，对中国法律语言的

规范提出建设性建议。 

19.民族语文百科知识网络答问系统 

主要研究内容：利用社会和学界公认的关于中国民族语

言文字基本知识来构建中国民族语言文字百科知识系统的

数据库，设计基于该知识系统的网络提问识别分类和答问软

件。 

20.新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语地名译写现状与标准建设 

主要研究内容：从国家安全、语言规范化等角度研究新

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语地名发展变化历史，调查少数民族语



地名译写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建议，为

更好地进行地名译写标准化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四、“一带一路”语言文字研究专项  

主要研究内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语言支撑和服

务，以语言互通促进“五通”的实现，开展与“一带一路”

有关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状况调查、语言保护、语

种规划、汉语传播、语言服务、语言产业等方面的研究。题

目自定。 

 

五、语言文字信息技术与应用研究专项  

     主要研究内容：多语种机器翻译关键技术与应用相关研

究，将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的信息技术运用于

语言分析、语言知识获取及语义资源建设。智能辅助语言学

习系统和语音识别关键技术与应用相关研究，开展语言理

解、语言生成和语言评价的智能化理论和技术研究。语言文

字信息处理技术评测研究。题目自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