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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表可以集中显示学生在此阶段需要学习的词汇，为了让来华留学生在专业学习时不受到词汇的困扰，

本研究基于术语语料库的政治经济学术语词表的构建，通过对术语在线记录的149个政治经济学名词进

行初、中、高等级分类，确定基础词，对比《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HSK新汉语水平考试

大纲词汇大纲》，人工筛选特殊词汇和最新概念，以确保词表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并在结论处提出制

定过程的问题思考。因此，本研究旨在建立一个更全面、精确的、更适合学习者需求的政治经济学术语

词表，帮助留学生掌握核心词汇，通过专业学习的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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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vocabulary list can centrally display the vocabulary that students need to learn at this stage.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are not troubled by vocabulary dur-
ing their professional studie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academic terminology of the terminology corpus, and classifies 149 political economy nouns rec-
orded online by classifying them at primary, middle and high levels to determine the basic word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3181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3181
https://www.hanspub.org/


陈佳乐 
 

 

DOI: 10.12677/ml.2024.123181 133 现代语言学 
 

By comparing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Vocabulary and Chinese Character Level Outline” and the 
“HSK New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Outline Vocabulary Outline”, the paper manually selects spe-
cial words and the latest concepts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acceptability of the vocabulary list, 
and puts forward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formulation process at the conclus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stablish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ademic vo-
cabulary list that is more suitable for learners’ needs, so as to hel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ster 
core vocabulary and pass the primary,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stages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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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8 年共有来自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185 名各类外国留学人

员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1004 所高等院校学习，比 2017 年增加了 3013 人，增长比例为 0.62% (以上

数据均不含港、澳、台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 [1]。可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华留学已

经成为越来越多国际学生的选择。在来华留学生专业结构选择方面，汉语言专业为主要专业，但所占比

重呈下降趋势，选择经济、管理及工科专业的留学生比重逐年上升，来华留学生专业选择更加多元化(原
帼力，2020) [2]。 

为了使留学生适应中国的生活和进入专业课的学习，在此前都会开设一门为期半年到一年的语言班，

学习初级汉语，再通过汉语去获取专业学科知识。但实际发现，很多留学生在进入专业知识的学习时，相关

专业的词汇仍然需要老师翻译、解释，甚至因为专业词汇的障碍而影响了学习的效果。本研究认为其中一个

原因就是在汉语教材涉及的专业词汇不多，学习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补充与专业相关的词汇，导致脱节。语言

班学习到的词汇在专业词汇中用不到，而专业词汇的难度又不适应于语言班的学习。本研究认为建立一个贯

穿留学生专业学习的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的术语词表就能够很好地满足特定专业留学生的词汇需求。 

2. 研究思路 

无论是经济、医学或者理工，任何一个专业都有术语。术语的功能一方面是填补一般用语对某些专

有事物或过程未曾命名的空缺，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对专有事物或过程的描述更加精确。专业学习的过

程不可避免地要接触术语，对来华留学生来说，学术词表的建立不仅能满足学习者对职业的需求，还能

满足学习需求或学术需求(程璐璐，2021) [3]。 
本文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办的规范术语知识服务平台——术语在线发布的《经济学

2020》中的 149 个“政治经济学”名词为例，基于目前有关通用术语词汇的定量研究，借鉴已有术语汉

语词表的创建方法，结合汉字本身的构词特点和组合方式，并注重形式和意义的搭配，在创建政治经济

学术语词表的过程中提出标准制定及问题探讨，并选取最新的政治经济学重点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教程新编(上册)》 (李楠，2018) [4]，近三年有关政治经济学期刊中出现新名词作为补充，以

供其他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参考。这旨在帮助教育者和学习者明确需掌握的专业词汇数量和范围，才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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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适应专业学习的需要。 

3. 创建步骤及过程 

第一步，依据经济学名词中 149 个政治经济学术语来确定基础词，政治经济学术语以双音节词为主，

在此基础上与其他词组合成新的术语，概念上也保留了基础词的含义，因此本文认为只要受到覆盖的词

都为基础词(钱隆等人，2023) [5]；第二步，确定好基础词之后，依据《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甲
级词、乙级词)、HSK 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词汇、分出初级词汇、中级词汇和高级词汇；第三步，为了综

合考虑形式和语义，本文进一步对这些词汇进行内部分类，基于名词的种类。可以分为政策类、制度类、

资本类型等；第四步，政治经济学收录的时间截止至 2020 年，为了做到词表的更新和其他重点教材中未

被收集到的高频词汇，还需要进行人工收录，最后才能得出一个适合专业学习政治经济学学术词表。 
(一) 确定基础词 
在政治经济学 149 个术语中能够分出 18 个基础词，它们分别是“经济”、“经济学”、“生产”、

“劳动时间”、“商品”、“价值”、“价值形式”、“剩余价值”、“资本”、“资本主义”、“资

本总公式”、“社会主义”、“殖民主义”、“分配”、“货币”、“利润”、“价格”。以基础词归

类的好处在于，汉语言中的许多名词都是以构词法构成的，在加前缀和后缀时会保留词根的含义，因此

只要掌握基础词的含义，学生就可以通过已知的专业词汇去理解和学习其他多音节构词的词汇，符合循

序渐进的原则(见表 1)。 
 
Table 1. Basic vocabulary of political economy terminology 
表 1. 政治经济学术语的基础词情况 

词 资本 经济 劳动 社会主义 价值 生产 

覆盖次数 18 15 13 13 10 6 

词 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 分配 价值形式 劳动时间 商品 
覆盖次数 6 6 5 5 4 4 

词 货币 资本总公式 经济学 殖民主义 利润 价格 
覆盖次数 2 2 1 1 1 1 

 
(二) 依据两大纲分初级、中级，高级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甲级词、乙级词、丙级词和丁级词)是对汉语词汇和汉字进行筛选

并形成汉语词汇和汉字等级系列的大纲，是一种规范性的水平大纲；HSK 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词汇(1~6
级)是借鉴近年来国际语言测试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以《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为依据，推出的一项国

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的词汇大纲(王锋慧，2023) [6]。以这两项大纲为依据分出基础词的等级是具有科

学性的(见表 2)。 
 
Table 2. The number and coverage of basic words in the Level Outline 
表 2. 基础词在《等级大纲》中的数量及覆盖率 

级别 基础词数量 《等级大纲》词数 覆盖率 

甲级词 3 1033 0.0029 

乙级词 4 2018 0.0019 

丙级词 5 2202 0.0227 

丁级词 1 3569 0.0002 

超纲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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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词在《等级大纲》的分布情况是，甲级词有“经济”、“劳动”、“生产”；乙级词有“价值”、

“价格”、“商品”、“分配”；丙级词有“货币”、“利润”、“社会主义”、“资本”、“资本主

义”；丁级只有“殖民主义”，其余基础词“经济学”、“剩余价值”、“劳动时间”、“价值形式”、

“资本总公式”未在等级大纲中，归为超纲词。由基础词在《等级大纲》的覆盖率可见，在语言班阶段

学习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是完全不够专业课词汇的要求，也由此得出建立专业学术词表

的重要性(见表 3)。 
 
Table 3. The number and coverage of basic words in the exam outline 
表 3. 基础词在《考试大纲》中的数量及覆盖率 

级别 基础词数量 《考试大纲》数量 覆盖率 

一级 0 150  

二级 0 300  

三级 0 600  

四级 2 1200 0.0016 

五级 8 2500 0.0032 

六级 10 5000 以上 0.0020 

超纲词 8   
 

上表可以看出基础词在《考试大纲》中的分别情况，四级有“经济”、“价格”；五级有“分配”、

“价格”、“价值”、“经济”、“劳动”、“利润”、“商品”、“生产”、六级有“分配”、“货

币”、“经济”、“价格”、“价值”、“劳动”、“利润”、商品、“生产”、“资本”，政治经济

学的词汇在《考试大纲》的四、五、六级才出现，并且覆盖率低下，多数院校的本科入系标准是新 HSK
四级(1200 词)或五级(2500 词)，但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一线汉语教师认为，四级或五级水平不足以支撑

专业课程学习(程璐璐 2021) [3]。《考试大纲》的词汇对于专业学习的针对性不够强，导致语言学习效率

低下，而且难以满足专业学习需求。说明语言班的学习需要掌握 5000 词左右(即 HSK 六级水平)才能理解

专业词汇，才能较好地满足本科学历教育的需求(王笑然，2022) [7]。 
(三) 按照名词的种类进行内部分类 
在第二步中，已确定了基础词汇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形式。为了综合考虑形式和语义，本文进一步

对这些词汇进行了内部分类，基于名词的种类(刘华，2022) [8]。这种分类可包括社会主义、企业形式、

政策、制度、人物等等。以高级词汇为例，考虑基础词汇“货币”，我们不仅考虑了“货币贮藏”和“世

界货币”，还需要考虑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货币的五大职能，因此“货币”类别还需包括“价值尺度”、

“流通中介”、“支付手段”等相关概念。 
(四) 人工筛选新概念作为补充 
经济学名词表的词汇涵盖了截至 2020 年的内容。鉴于经济学领域的教材相对稳定，名称变化较少，

因此为了确保学生的学习能够与时俱进，本文寻找了最近三年内出现的新概念，并将其作为词汇的补充

添加进来。如“平等劳动”、“公有制的双重排他性”、“两种固定资本”等，这些新词有覆盖基础词

的情况会并如基础词内，并在其后标明年份和出处，以保持内容的更新性，以满足专业学习的需求。 

4. 结论与问题思考 

(一) 结论 
本文以《等级大纲》中的甲级词，《考试大纲》一、二、三级为为初级水平；以《等级大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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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丙级词，《考试大纲》四、五级为中级水平；《等级大纲》中的丁级词，《考试大纲》六级为高级

水平，由此把基础词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加上超纲词四类。可以得出初级词汇有“经济”、

“劳动”、“生产”，覆盖词汇共 34 个，中级词汇有“价值”“价格”“商品”、“分配”、“利润”、

“货币”，覆盖词汇共 23 个，高级词汇有“社会主义”、“资本”、“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覆

盖词汇共 38 个，超纲词“经济学”、“剩余价值”、“劳动时间”、“价值形式”、“资本总公式”，

共 18 个。 
(二) 问题思考 
一、从词汇中筛选基础词，并计算它们在文本中的频率。基础词还需要考虑它在组合中的位置，前、

中、后的不同可能会分到不同的类中，为了使词表更加清楚，本文在基础词的选择过程中，制定了一些

需要遵循的规则。首先，我们需要注意词汇是否涉及专业术语，如果是，那么术语应该优先考虑。例如，

对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它们的逻辑重点都是“资料”，但只有“生产”属于政治经济学领

域的专业术语。因此，我们按照术语优先原则，将“生产资料”合并到“生产”基础词下，而“生活资

料”将被单独列出。其次，如果涉及的词汇都是专业术语，那么我们需要看它们的侧重点。例如，在“生

产价格”和“价格政策”中都包含了“价格”，“生产”和“价格”都是专业术语，而“政策”则不是。

因此，根据侧重点，我们将它们都归入“价格”核心词类别中。最后，有关联性的词汇，也需要放在一

起，比如“资本总公式”和“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落脚点不在矛盾，这两个是有关联的，一个懂了，

就能明白另外一个，所以不能分开，要放一起。同理还有“必要劳动”和“必要劳动时间”。 
这个方法有助于确定文本中的核心概念，特别是在处理专业术语和确定核心词时，遵循这些规则可

以确保词表分类编排更加合理，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 
二、某些词汇概念涉及多个学科，这类词汇应归并为一个术语，其中共通的词汇不重复计入总术语

数。可在后续详细说明各子学科中的具体含义，属于哪个种类。而无需另行创建新的术语表。举例而言，

当创建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词表时，可能会遇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包含的概念，此时只需在后续

分节中阐述它们在不同学科中的独特含义，而无需额外建立新的学术词表。 
三、此外，在创建词汇表时，遇到了一些不在大纲中但是术语的特殊词汇，如复合词、专有名词、

缩略词和外来词等，应该分情况纳入词汇表，且单独归类。在确定哪些词汇可以包含在词汇表中，哪些

应该排除，以及哪些可能需要在单独的词汇表中收录时，应遵循一个关键原则，即学习负担原则(崔维霞

2013) [9]。这一原则的核心观点是，如果可以通过先前的知识来合理推断其意义(例如某些词汇的组合形

式)，那么就不应将其列为独立的词条。例如，在经济学领域中，关于经济学家的名字和相关理论可以整

合在一个单独的部分中。再比如，“xx 化”是现代汉语中一类词汇化构式，政治经济学术语中就有“资

本国际化”、“经济一体化”、“生产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四个词汇，以“xx 化”为基础，那这

四个词汇放在一起就更便于学生的理解。 

5. 结语 

本研究以政治经济学为示范，对政治经济学术语进行学术词表的建立，为的是将分词标准、实施步

骤，结论及需要注意的问题运用到整个经济学专业中提供一定的依据和参考。往后还建立涵盖更多，更

广的、使所有来华留学选择经济学以下任何一门学科的留学生都能够使用的汉语学术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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