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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本文将语料库方法和批判话语分析相结合,对 1999- 2008十年间两届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分析, 讨论工作报告话语

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府关注点形成新的话语并影响话语接受者的行为, 进而通过

他们引起和促进社会变革。语料库主题词、词丛以及检索分析帮助我们看清文本的话语信息, 而批评话语分析则揭示政府工作

报告作为机构话语引发社会变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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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前言

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家总理都要作�政府工作报

告�, 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提出下一年的任务。作为重要的

政府文件, �政府工作报告�集中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政府工

作的重心;同时, 作为机构话语, �政府工作报告 �也具有一定

的体裁特征,如参与社会活动的特征。因此, 分析一定时期

以机构话语形式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 不仅可以了解政府在

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 还可以认识中国社会的变迁

轨迹。

本文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 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

研究方法,对 1999- 2008十年间朱镕基和温家宝两届政府工

作报告 �中主题词及其相关信息进行分析, 讨论政府工作报

告话语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巨大变化之间的关系。

2.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以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

通过对话语 (文本 )的语言学分析来探索语言与社会的辩证

关系。在这方面,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话语不仅

在社会实践中产生,而且又反作用于社会。这种反作用的一

个明显标志就是话语参与社会实践, 再现并构建社会事实

(田海龙, 2009)。

关于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Fa irc lough对全球化背景

下话语如何参与社会变革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田海龙,

2010)。例如, F a irc lough( 2006)观察到由于欧洲教育体系新

话语的引进和采纳,罗马尼亚引发了一场高等教育改革。他

还认识到,话语对社会的这种反作用并非自发产生的。在罗

马尼亚这个案例中,如果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行动者不愿意

采纳新话语,新话语就难以发挥其作用。因此, 罗马尼亚的

高等教育改革归功于社会行动者重新将外部话语置于新的

罗马尼亚高等教育语境之中。换言之, 外部话语不是直接涌

入新的语境, 而是被社会活动参与者带入其中的。用 Fair�

c lough( 2006)的话说,外部话语被重新置于新语境并引起社

会变革, 其前提是这些新话语被新语境中的社会机构或行动

者成功地实施策略使其适用于新语境。

Fa irc lough对话语和社会辩证关系的研究对透视中国社

会的变迁轨迹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我们的研究中, 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话语为社会变迁设定了方向。这些新

话语被社会机构或行动者实施的成功策略带入新语境, 进而

在新的社会语境中被转变为物质世界中实实在在的变化。

话语在不经意间被物质化, 使我们能感受到社会变化。

3. 语料库语言学

相对于传统语言学理论来说, 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生活

中的语言有着独到的研究视角。然而, 由于其分析语料的样

本比较小 (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文本的节选 ),批评话语分

析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受到质疑 (可参见 B lomm aer,t 2005;

C hilton, 2005; W iddow son, 2004)。因此, 一些学者 (如 Bake r

&M cEnery, 2005; B aker et a.l , 2008; Q ian, 2010)运用语料库

语言学的方法, 可对大规模的语料进行分析, 进而使批评话

语分析的定性分析有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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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还可以作为控制数据为话语分

析提供帮助 ( M cEnery &W ilson, 2001), 研究人员可以客观地

辨别大量自然发生的语言型式或那些在小型研究中往往忽

略的语言现象 (钱毓芳, 2010)。

本研究运用语料库分析方法, 观察政府工作报告中词

频、词丛、主题词、搭配及检索,辨别高频词的语言型式, 探求

政府报告中的社会变迁轨迹。例如,对主题词的语料库分析

展现给我们的是语言型式的典型用法, 为我们认识不同历史

时期的工作重点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同时,由于这些主题词

与人们心中的事物或情感在表达形式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这些在语料库中识别出来的特别词汇又对于揭示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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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认识有着重大意义。当我们通过语料库检索方法去

深入考察某个主题词的上下文时, 话语的一些社会特征也会

跃然纸上。

我们首先将 1999- 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分别建成两

个专用语料库 ( spec ia lised corpus) ,即朱镕基所作政府工作报

告 ( 1999- 2003年 )的语料库和温家宝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 2004- 2008年 )的语料库。两个专用语料库均由两届政府

的各 5个政府工作报告构成,分别为 42, 516和 50, 461词符。

我们运用W ordSm ith Too ls V ersion 4( Sco t,t 2004 )这个分析

工具对这两个专用语料库进行分析, 同时将 M cEnery & X iao

( 2004)的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 ( LCM C )作为参考语料库, 以

期对这两个专门语料库的语料进行对比研究。根据研究需

要,我们主要关注了两个专门语料库中的词频、词丛、主题词

及检索等问题,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语料库分析能够发现

中国社会在这十年中的一些变迁轨迹。

� � 4. 政府工作报告的主题词分析

主题词 ( K eyw o rds)在语料库语言学中指那些通过与参

考语料库对比而测算出的拥有特殊频率的词。 Sco tt ( 2004)

将主题词分为以下三种类别: 1)专有名词; 2)主题相关词 ; 3)

语法词汇。通过对主题词以及与主题词相关的词进行语料

库分析,可以揭示文本的一些话语信息, 如 �语义的宏观结

构�、�话题�以及 �主题 �。以此为出发点, 对这些话语信息

进行批评话语分析, 可以发现其隐含的一些特殊意义, 如话

题或主题的变化如何被控制和由谁来控制, 等等 ( van D ijk,

2009)。

研究中, 首先将 LCM C 作为参考语料库与 1999 - 2008

年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作比较并提取了关键词 ,发现 �企业、改

革、建设、经济、加强、市场、增加、发展、制度、提高、教育体

制、农村�等词共现于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从主题词看

出这十年间企业改革、经济建设、市场体系管理、教育以及农

村问题改革都是政府工作重心。然而, 当我们把专用语料库

1和 2互为参考语料库测算出的主题词有着明显的差异, 数

量上也具有明显变化 (见表 1)。

表 1� 两个专用语料库中的主题词

专用语料库 1( 1999- 2003) 专用语料库 2 ( 2004- 2008 )

企业、征收、长江、调整、

技术、市场经济、进行、科

研

节能、和谐、安全、公共、元、农村、卫

生、上涨、补贴、草案、发展观、十一

五、推进、文化、控制、非、节约、安

排、社会、偏、调控、更加、农民工、

排、群众、救助、价格、自主、体系、制

度、免费、转型、土地

� � 表 1显示 2004- 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呈现更多的主

题词,说明该届政府有更多的关注点及其工作主题。比较而

言,朱镕基的政府工作报告阐明国企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长江沿岸森林保护、科研机构改革等,而温家宝政府

工作报告将关注点扩展到更广泛的议题, 如节能减排、构建

和谐社会、农民工问题、社会福利等。我们将在下文运用语

料库检索进一步考察这些主题词的语境。

� � 5. 政府工作报告的检索分析

表 1显示出两个专用语料库的主题词存在差异。通过

进一步观察这些主题词的检索行可以对这些主题词作更深

入的分析, 进而发现两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话语特征。

� � 5. 1专用语料库 1的检索分析

�企业�是朱镕基政府工作报告 (专用语料库 1 )中出现

频率最高的主题词。观察这个主题词的三字词丛,可以看到

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对 �国有企业改革 �等问题的重视程度。

所谓 �词丛�是指一个字的上下文, 有时指一个词的惯用结

构。在图 1中,可以看到 �国有企业改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

词丛,频率较高的还有 �企业下岗职工�、�现代企业制度 �、

�企业技术改造 �等。

序号 词丛 频率

1 国有 � 企业 � � 改革 24

2 企业 � 下岗 � � 职工 14

3 现代 � 企业 � � 制度 14

4 国有 � 企业 � � 下岗 13

5 企业 � 技术 � � 改造 13

6 下岗 � 职工 � � 基本 13

7 建立 � 现代 � � 企业 10

8 企业 � 改革 � � 和 � 8

9 企业 � 离退休 � 人员 7

10 国有 � 大中型 � 企业 7

图 1� 朱镕基政府工作报告中主题词 �企业�的词丛及频率

� � 这些多次重复的词丛表明, 政府工作报告关注的焦点在

于国有企业改革、企业下岗工人、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由

于篇幅所限, 以下着重考察 2个最高频词丛 �国有企业改

革�、�企业下岗职工�的检索行,来观察对于这些问题的政策

取向。

的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

尚未理顺;

国有企业改革任务还相当繁重;

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

敢于碰硬,加大工作力度, 打了

一场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一是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四 )

坚持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 切实加强再就业

工作金额社会保障体系

完整体系。只有全面贯彻执行,

才能保证

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实现。

(五 )坚持全面提高对外开

强他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技术合

作。深化以

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各项改

革。近几年,国有企业改

业、农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巩

固和扩大

国有企业改革成果,在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强

大的动力。

国有企业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的中心环节。贯彻落

图 2� �国有企业改革�的检索行

� � �国有企业改革�的检索行 (见图 2)表明国有企业改革

被建构成经济制度改革的中心环节,它被比喻成一场需要人

们付出巨大努力的攻坚战。此外改革的话语通过 �繁重 �、

�攻坚战�、�深化 �、�巩固和扩大�、�推进�、�保证 �、�中心

环节�等词构建出来。以下这两段朱镕基政府工作报告的节

选, 体现出深化、巩固和推进改革是朱镕基这届政府对待这

些论题的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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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国有企业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脱

困三年目标,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 在大

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今

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 2000年政府工作报告 )

例 2: 五年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知难而进,敢于碰硬, 加大工作力度, 打了一场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的攻坚战。 ( 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 )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 �下岗职工�的检索行时 ,我们发现与

之共现的词汇有 �稳步推进�、�妥善安置�、�确保�、�逐步实

现�、�继续做好�、�坚持和完善�等 (见图 3) ,这表明政府将

重新安置下岗工人的工作看作是确保国有企业改革顺利完

成的根本保证。关于安置下岗工人政策取向在 1999- 200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清晰可见 (见例 3、例 4)。

,继续扩大各项社会保障覆盖

面。稳步推进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

保险并轨,合理确

体系。当务之急仍然是落实

�两个确保 �,确保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

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

大事。要确保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

群众的基本利益。大力实施再

就业工程,确保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

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

制度,逐步实现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

保险并轨,加强城

加职工工资。各级财政要调整

支出结构,确保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离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城

必须切实抓紧抓好。当前,要坚

持和完善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

险和城市居民最

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市场条件。

第二,继续做好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

业工作。这是深化

图 3� 专用语料库 1中 �下岗职工�检索行

� � 例 3: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

业工作。这是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 也是保持社会稳定

的重要措施。 ( 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 )

例 4: 大力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各地要引导职工转变

择业观念,努力开拓就业门路,搞好职业培训,使更多的下岗

职工尽早实现再就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通力合作, 加

强督促检查,保证各项再就业政策落到位。 ( 2000年政府工

作报告 )

观察主题词 �企业�的检索行可以看到朱镕基这届政府

的政策取向。这五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国有企业改革构建

成重中之重的任务,把工作的艰巨性比喻成打攻坚战。充分

表明政府所面临的困难, 同时也显示他们的决心和信心。主

题词 �企业�的分析解释了朱镕基政府所关注的焦点, 同时对

检索行的考察使我们认识到政府应对这些问题的政策取向。

5. 2专用语料库 2的检索分析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 (专用语料库 2)中出现了更多的

主题词 (见表 2 ), 在此, 我们将考察两个最高频的主题词:

�节能减排�与 �和谐�。

排座位约束性目标。近两年,又

提出并实施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建立

节能减排指标

生、司法保障和金额廉租住房建

设的支付;增强

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支出; 解

决农村

健全审计、监察体系、加强执法

力度,强化

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十是增

强全

完善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奖惩机制。执行

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制度,健全审

计、监察体系

又提出并实施节能减排综合性

工作方案,建立

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

考核体系和

责任制。抓紧建立和完善科学、

完整、统一的

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

考核体系和

图 5� 专用语料库 2中 �节能减排�的检索行

在图 5中, �节能减排�与许多动词共现, 如 �实施 �、�增

强�、�强化�、�执行 �、�抓紧�以及 �建立�。根据 Ha lliday

( 1994 /2000)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这些动词表达的是一种 �物

质过程�, �节能减排 �是这个动词的目标 (动作的接受者 )。

从语义的角度来看, �物质过程�表明环保问题已经进入到议

事日程, 如例 5这段 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节选所示。

例 5:今年是完成 �十一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的关键

一年, 务必增强紧迫感, 加大攻坚力度, 力求取得更大成效。

一是落实电力、钢铁、水泥、煤炭、造纸等行业淘汰落后生产

能力计划。建立淘汰落后产能退出机制, 完善和落实关闭企

业的配套政策措施。同时, 按照规划加强这些行业先进生产

能力的建设。 ( 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 )

在这段话中 �增强�、�强化�、�加大�、�实施�、�建立 �、

�完善�、�加强 �这组动词与 �节能减排�共现表达了政府对

完成节能减排的目标的坚定信心。

从 �和谐�的检索行 (图 6)我们可以看出,与它共现的名

词有 �平等�、�团结�、�互相帮助�、�公正 �、�和平�、�安全�

等,这些名词所构成的名词合成词 �和谐社会�、�社会和谐�

不像以上提到的 �节能减排 �是一种行动, 而是一种状态, 是

处于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和谐社区、和谐世界中的各民族之

间的和谐关系。

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

生,促进社会

和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做了

大量工作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与

和谐社会建设,为 �十一五 �开好
局、起好步。

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

发展、

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才能最终

实现现代化的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

和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坚

持

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要广泛团结

加强和巩固基层政权,推进和谐

社区、

和谐村镇建设。完善社会稳定

预警体系和应急

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立和

平、公正、

和谐的新世界而不懈奋斗! 三、

关于�

地区经济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

团结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全

面贯彻党的宗教

图 6� 专用语料库 2中 �和谐�的检索行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 �等与 �和谐�概念趋

同化 ( converg ence)。根据 H all e t a .l ( 1978: 223)的观点, 趋

同化发生于两个或更多的活动, 在表意的过程中联系在一起

并以内隐或外显等形式趋向并行。考察这一趋同化, 显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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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与提及的其他概念同等重视。

例 6: 2006年是实施 �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 改革发展

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做好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以邓小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

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加快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 坚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

长方式转变,坚持把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突

出位置,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

和谐社会建设, 为 �十一五 �开好局、起好步。 ( 2006年政府

工作报告 )

6. 讨论与结语

对 1999- 2008十年间两届政府工作报告的语料库分析

表明,每届政府都有其特别的关注点。他们有着共同的大方

向,如发展经济、市场经济管理、农村的教育改革问题; 同时

也各自具有各自的关注重点, 如朱镕基这届政府工作报告突

出国企改革,关注下岗工人安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温家

宝报告将焦点转向节能减排和构建和谐社会。在本项研究

中,无论是对主题词进行的统计和分析, 还是对词丛做的语

料库检索分析,都可以表明十年间两届政府工作重点和政策

取向的异同。

不仅如此。当我们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断重复的语

言型式加以考察,并思考它们对这些行动的实施者即各级地

方政府的影响时,我们会发现政府的权威性通过工作报告的

机构话语得到充分体现。语料库语言学帮助我们找到政府

工作报告的语言型式特征, 而批评话语分析则可以帮助我们

更深刻地认识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机构话语引发社会变革的

作用。那些不断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词语, 它们所体

现的新概念反映出报告者的关心所在, 而这些新词语又以机

构话语的身份被社会行为者所关注。本研究表明, 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有意加入新名词、新概念, 以示政府的关注程度, 并

形成新的机构话语,这些新话语反过来引起社会主体对这些

新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并出台相关政策以保证问题的解决和

任务的完成。简言之,社会主体将新的关注点带入政府工作

报告并形成新的话语,同时这些新的话语反过来影响话语的

接受者以及他们的行为, 并通过他们引起和促进社会变革。

注释:

� 见 h ttp: / /www. gov. cn / test /2006 - 02 /16 /con ten t_ 200719. h tm,

( 2009年 6月 9日访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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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pape r m erge s co rpus techniques and critical dis�

course ana lysis ( CDA ) to study the ten years annua l govern�

m en t w o rk ing repo rts ( 1999- 2008 ) and exp lo re the re la tions

betw een d iscourse in the governm en tw o rking repo rts and soc ia l

change in C hina. Th is study show s that the fo ci in the govern�

m en t w o rk ing repo rts shape new d iscourse and a ffect the rec ipi�

ents o f the d iscourse and their ac tions, w h ich in turn br ing and

stim u la te w ider soc ial change. The ana ly ses o f keyw ords, c lus�

te rs and conco rdance line s he lp us recogn ize the discourse re�

f lec ted in the tex ts w hile CDA explo re s the ro le o f g overnm ent

w o rk ing repo rts as in stitutiona l d iscour se in the soc ia l change.

Key W ords: go vernm ent w o rk ing repo rts; cr itica l d iscour se anal�

y sis ( CDA ); co rpus; soc ial 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