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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自建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语料库，采用WordSmith Tools等语料库检索工具，从话语分析的视

角对中国改革展开分析，分析主要从主题词、搭配词、词丛以及索引行四个层面展开，深入文本，结合

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对中国改革进行了话语描摹。研究发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改革事业，中国改革

与国家建设与发展相辅相成，改革事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同时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

中国政府将改革事业通过话语建构为工作重心，历届政府不懈坚持改革这一方向重心，从而使得中国社

会发展了取得了重大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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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elf-constructed China’s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corpus, the analysis was mad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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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eform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analysis with the use of corpus re-
trieval tools, such as WordSmith Tools. The discourse analysis about China’s reform was made on 
four aspects, including keywords, collocates, clusters and concordances. It is investigated that 
China’s governmen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reform that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county building 
and state development, and the reform was mainly on economic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aspects of 
polity, culture, education, etc. The great social development achievement was gained through that 
China government constructed reform as its focus by discourse and stick to it for successive gov-
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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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表述为“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自新中国成

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逐步确立并愈发完善，经济制度改革助推国家走向富强，改革在我国的发展进程

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也高度重视改革，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多次提到改革，改革不是一个

理论口号，而是国家机构话语与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交汇点。 
当前对中国改革的研究主要是聚焦在某一具体领域总结改革的相关历史经验，例如关注中国政府改

革(毛寿龙，2004 [1]；潘晓娟，2019 [2])、关注中国农村改革(丁力，1999 [3]；蔡昉，2008 [4])或是关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刘迎秋、刘霞辉，2008 [5]；张立根，2009 [6])。也有研究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在

整体层面研究中国改革，探求中国改革的哲学基础(马立志，2019 [7])，分析中国改革的运行模式(李娟、

王宏波，2019 [8])。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也有众多研究立足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来研究中国改革

中的科技体制改革(王楚君、许治、陈朝月，2018 [9])以及政府改革(陈思，2012 [10]；颜德如、李过，2019 
[11])。 

当前的众多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改革的社会实践层面，很少有研究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本文将立

足于建国以来的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分析其中的中国改革机构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交互关系，

探究中国政府机构话语关于中国改革的话语建构方式。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修正与提高，自然是

在面临社会问题时所发生的社会行为，政府作为其中的主要社会主体，其话语、其行为是共同熔铸于中

国社会发展现实之中的，本文也将从话语之中探究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政府改革

工作重点，从而在话语层面临摹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 

2. 研究框架 

话语分析这一概念是由 Zellig Harris (1952 [12])最早提出的，其主要关注点有两个，一是研究句子层

次之上的语言，二是探究语言与非语言行为之间的关系。Brian Paltridge (2012: 7 [13])认为话语即是现实

的社会建构，其作为交际单位深嵌于社会文化实践之中，我们所写所说的话语既为社会实践所塑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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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塑造着社会实践，进而言之，话语建构整个世界。作为话语分析的重要分支，批评话语分析更为重

视话语与社会的关系，Fairclough (2003: 205 [14])指出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分析话语和其他社会实

践因素之间的辨证关系，尤其关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革，关注变革过程中话语的呈现方式，

以及社会实践网络中话语和其他社会因素之间关系的变化情况。话语分析自从产生发展到现在，话语与

社会的交互关系一直是其关注重点，批评话语分析更是契合社会变革的相关研究，改革是中国发展进程

中的主旋律之一，因此从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改革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 
话语分析以自然产生的话语为研究对象，然后因研究人员自身限制，难以对研究材料进行覆盖性的考

察分析，因而话语分析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受到了质疑。得益于计算机的产生与发展，语料库技术的应用很

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且极大地拓宽了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著名语料库语言学家 Paul Baker 与 Tony 
McEnery (2005: 198 [15])指出，语料库的应用可帮助研究者客观地确认所研究话语中广泛使用的话语模式

以及难以人工发现的相关例证，而这些往往是小型话语分析研究所容易忽略的。语料库语言学将语料库和

计算机分析软件相结合，以诸多方法来处理数据，使研究人员能够辨别语言型式。尤其是在需要观察大量

的话语语料的情况下，语料库的研究方法更是显得方便和可信(钱毓芳、田海龙，2011：40 [16])。 
语料库的应用为话语分析研究开创了新方向，本文也基于此搜集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 52 份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建成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语料库(GWR)”，库容为 538503 词。语料库工具能够以

各种方法分析数据, 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辨别语言，主要分析方法包括词频、主题词、搭配、索引分析和

话语韵(钱毓芳，2010：199 [17])。本文将主要使用 WordSmith Tools 6.0 语料库检索软件分析所建语料库

的主题词、搭配词、词丛与索引行，从而对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中国改革的话语进行完整且客观

的描述，进而探求其话语建构过程，分析其建构过程与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交互关系。 

3. 语料分析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国政府的一种公文形式，其由国家总理做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审议通过的工作报告是国家意志与人民意愿的体现。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

是总结前一年或是前五年的政府工作情况，详细汇报政府工作举措与成绩，阐释国家发展现状；二是汇

报新一年政府的工作计划、目标以及将要采取的相应举措。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形成流程严谨，涵盖内

容全面，是研究中国政府工作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想语料。本文研究以改革为焦点展开，探寻建国以

来中国政府改革的重点方向领域以及改革在中国当代发展进程中的话语建构。 

3.1. 主题词分析 

Paul Baker (2006, 125 [18])指出，“主题词表由两个高频词表相比较而得出，相比高频词表 B，数据

上更为高频的词汇组成了高频词表 A 的主题词表”，还进一步指出，“相比高频词表只能显示频次。主

题词表可以衡量显著性”，即通过主题词表，我们可以发现所分析语料的主要关注倾向，这将极大方面

针对大型研究语料展开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快速识别大型预料的主要凸显层面，例如本研究的库容为近

54 万词政府工作报告语料库。本文以旅英学者肖忠华博士制作的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LCMC)为参照语

料库，借助 WordSmith Tools 6.0 语料库检索工具制成了研究所需的主题词表，见表 1。 
通过表 1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高频主题词表，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在主题词表中频次位列第三，达

3147 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的高频出现表明中国政府对改革的重视也体现了改革在中国社会历史

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此外，52 篇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高频出现在了 50 个文本中，结合图

1“改革”的词频年度分布图可以发现，未出现该词的年份为 1960 年和 1975 年，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前，

当时中国还处于巩固基础阶段，所以相应地改革并不突出。结合图 1 的整体分布趋势也可以进一步发现，

1979 年前改革的词频较低，之后历年词频均不低于之前的各年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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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Keyword list of GWR 
表 1.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主题词表 

主题词 频次 文本 主题性 

发展 5841 52 5205.02 

建设 4061 52 4939.50 

改革 3147 50 3498.52 

经济 3967 52 3203.03 

加强 2576 52 3145.46 

人民 2715 52 2761.56 

推进 1349 44 2258.58 

企业 2608 51 2027.88 

增长 1795 52 2006.24 

提高 2007 52 1940.70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the frequency of “改革” 
图 1. “改革”词频年度分布图 
 

基于图 1，我们还可以发现“改革”的词频在 1984 年之后开始显著上涨，至 1988 年达到历史顶峰，

深入社会领域分析可以发现，1984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决定》，1885 年 3 月 27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所做政府工作报告的主题即为“当前经济形势

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正因此 1984 年至 1985 年改革的词频会大幅增加，作为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决定的第一年，1985 年中国改革主要是在之前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基础上，本着“坚定不移、慎重初

战，务求必胜”的行动方针，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关注工资制度和价格体系改革。

1988 年 9 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1988 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五年时指出，“五年来，在经济体制改革带动下，改革逐步在科技、教育、文化、政

治等领域展开，日益显示出重大作用”，改革已经开始在各领域全面深化，王怀超(1990 [19])将 1884 年

10 月至 1988 年 9 月称为全面改革阶段。 

3.2. 搭配词、词丛分析 

“通过共现的搭配词，你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词语”(Firth, 1957 [20])，Paul Baker (2006: 96 [18])指
出，词语的含义是由其所在的语境决定的，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词汇的搭配关系来确定其含义。为了更好

地了解中国改革的话语建构，本文通过 WordSmith Tools 的搭配功能制作了“改革”的前十位搭配词表，

鉴于语料库容较大，检索设置的词距为 3，即左右三个词汇的跨距，如表 2 所示。Mike Scott 和 Christopher 

https://doi.org/10.12677/ml.2020.85087


宋冰冰 
 

 

DOI: 10.12677/ml.2020.85087 643 现代语言学 
 

Tribble (2006: 19 [21])指出，“词表没必要一定是单个的词语，同样可以是词长为 2、3 或更多的词丛

(word-clusters)”。词丛可以更进一步地展现节点词的高频共现语境，本文采用语料库研究一般惯例，检

索了“改革”的三词词丛，见表 3。 
 
Table 2. Collocates list of “改革” 
表 2. “改革”的搭配词表 

排序 搭配词 频次 左侧 右侧 

1 体制 593 536 57 

2 深化 359 307 52 

3 开放 356 13 343 

4 推进 316 227 89 

5 发展 287 46 241 

6 经济 242 164 78 

7 制度 232 185 47 

8 企业 189 148 41 

9 机构 138 126 12 

10 农村 125 99 26 

 
Table 3. Clusters list of “改革”  
表 3. “改革”的词丛表 

排序 词丛 频次 

1 经济体制改革 129 

2 改革开放和 101 

3 改革和发展 73 

4 体制改革的 73 

5 国有企业改革 67 

6 管理体制改革 57 

7 建设和改革 51 

8 和现代化建设 49 

9 体制的改革 37 

10 推进改革开放 35 

 

根据表 2“改革”的搭配词表，结合左右侧频次数值，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改革的主要领域为“体

制改革”、“经济改革”、“制度改革”、“企业改革”、“机构改革”以及“农村改革”，改革领域

较为广泛。此外强调“深化改革”与“推进改革”，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对改革的坚持与重视，中国政府

具有改革的决心与毅力。还有关注“改革”与“开放”和“发展”之间的关系，1988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首次将“改革开放”建构成一个四字格结构，即表示中国政府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对

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其后历年政府报告大都有提到改革开放，将其建构为中国政府的一项事业，

是中国发展的一大背景，同时也是实现中国发展应当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就发展而言，1988 年政府工

作报告在谈今后五年规划时指出要把握的方针为“以改革总揽全局，把改革和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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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两者能够更好地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可见在中国政府话语中，改革与发展相辅相成，要努力实现

改革促发展，发展保改革的局面。结合表 3 的词丛，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中国改革的语义韵，中国改革

的重中之重是“经济体制改革”，此外也有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多领域全面改革。除了改革与发展，

改革与建设同样是官方话语的重要语义韵，在改革的历程之中，中国政府获得重要经验包括“牢固树立

建设要依靠改革，改革要促进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把改革放在总揽全局的位置上”，这也与我国的一

贯观点相一致，即“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直接动力”。 

3.3. 索引行分析 

Paul Baker (2006: 71 [18])指出，“索引行即语料库中某个检索节点词及其共现语境的索引列表，通

常呈现为检索词伴随左右的共现语境词汇”，此外，索引行还通常被称为 KWIC，即“语境中的关键词

(key word in context)”。在主题词、搭配词、词丛分析之外，本文进一步深入语料文本，通过索引行继续

针对中国改革的话语建构展开分析。 
 

 

Figure 2. Concordance list of “经济体制改革” 
图 2. “经济体制改革”索引行示例 
 

经济体制改革是指基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这一客观规律要求，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的改革。白永秀和王颂吉(2013: 15 [22])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实质是将带有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因素的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正因此中国历年政府工作报告高度关注经济体制改革，语料的

词丛检索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频次最高，数值为 129)。结合语料的索引行，本文大致梳理了中国政府对

经济体制改革的话语建构，主要关注改革的历史阶段与工作重点。基于深入文本的索引行分析，本文发

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可以划分为引入市场机制、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个阶段。 
结合图 2 可以发现，“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独立概念最早出现在 198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表明

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即“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

用，国家在制定计划时也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以及“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做法，

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法规来管理经济”，此外还明确了配套的改

革领域，其中包括“在计划、统计、财政、税收、价格、银行、商业、物资、外贸、劳动工资等方面进

行一系列的改革”。1986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阻碍，实

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关注点，1990 年指出

工作重点是“深化企业改革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1994 年进一步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 
的重点和难点”，2005 年仍然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综合来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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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的话语体系之中是全面而深入的，同时又是坚持不懈、一以贯之的，可见中国政府在改革事

业之中的不断坚持以及不懈努力，也正因此才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得以快速发展，基本实现

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低收入水平国家转向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双重过渡。 

4. 结语 

本文基于自建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语料库，采用语料库检索工具，从主题词、搭配词到词丛和索引

行，逐步深入文本，结合语料针对中国改革事业展开话语分析，基于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本文研究

发现：中国政府高度关注改革事业，“改革”一词在语料库主题词表位列第三，仅次于“发展”和“建

设”，结合年度趋势分布可以发现，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大都有关注改革，可见中国政府以改革为重，同

时对基本治理方针一以贯之，具有改革的决心与毅力；结合搭配词分析和词丛分析，中国政府的改革事

业是全方位多领域的，主要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有涉及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等多方

面的的改革，此外的全面的基础之上还有深入坚持，不断推进和深化改革，改革并非易事，也不是一蹴

而就的，需要多届政府的不懈努力，中国政府做到了这一点，也正因此而实现了被称为“中国速度”的

巨大社会经济发展；最后基于索引行分析，进一步深入语料，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分析重点，发现中国政

府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方向为调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计划经济进行调整改造，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同时一以贯之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以改革保建设，以改革促发展，全面推动中国改革

事业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建设。 
鉴于当前鲜有结合真是语料的针对政府工作报告展开的话语分析研究，本文运用语料库检索工具对

坚果以来 52 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展开深入文本的话语分析，基于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在话语的层

面描摹中国改革事业的发展轨迹，从改革方向、历程与重点展开中国改革的话语建构研究，以期促进相

关进一步深入的话语分析研究，以及关注中国当代建设发展的进一步研究，明确中国的发展史，树立中

国自信心，从而进一步增强人民对中国改革、中国建设以及中国发展的动力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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