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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经济学视角下合肥市城市语言景观研究
姚姝

安徽新华学院，安徽合肥，230093；

摘要:本研究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和阐释合肥市语言景观与经济空间构建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当

地的语言生态和相关问题，同时深入探讨语言规划、服务质量和语言景观背后的社会经济含义，本研究将对官方

及私人领域中的语言景观使用现状、特征及其差异进行调查与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揭示语言在公共空间中的表现

形式，还能够为制定更有效的语言政策提供实证依据，并促进对语言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关键因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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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景观是公共区域的文化符号，是外来人和本地

人了解城市的窗口，通过语言景观，人们可以了解当地

的风土人情和城市的发展状况。同时，由于语言景观的

存在，人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一座城市。“语言景观”

一词是由 Landry 和 Bourhis 于 1997 年提出的。他

们（1997）指出：“公共设施如路牌、广告牌、街名、

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上的公共标牌语言共同构

成了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随着全球

经济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语言景观和经济的互动

关系。语言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日益突出，借助语言，人

们可以很好地相互合作，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

因此，语言的出现是为了人类生存的需要，是为了人们

传递和获取信息，经济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活动之一，

所以语言与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Marschak于 1965 年提出了“语言经济学”这一术

语，随后各领域的学者逐渐关注到语言与经济的关系，

并意识到二者互动的重要性。Marschak（1965）提出，

语言与其他资源一样，具有价值、效用、成本和收益等

经济特征，因此他认为经济学与探索语言的最优化密切

相关。语言景观的建设不仅影响着城市的整体形象，也

对语言经济和旅游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

语言经济学视角出发对合肥的城市语言景观进行描写

分析。为了深入探讨城市语言景观背后的经济动机，并

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本研究采用了

田野调查法，在合肥市的多个核心区域——包括庐阳区、

政务区、高新区、滨湖新区以及其他重要地区——如办

公中心、主要干道、市中心街区、步行街、包公园和滨

湖会展中心等地，收集了共计801 个样本。基于这些实

地数据，本研究应用了“speaking”模型和场所符号学

理论对样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与描述。随后，结合相关

经济学概念，分析了语言景观设立的经济驱动因素。此

外，此外，本研究还希望通过分析合肥市语言景观构建

背后的语言使用和经济动机，为语言景观的建设提供一

些原则和建议。

2 合肥市语言景观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合肥市的语言景观状况并探究构建语言

景观背后的经济动机，本研究包括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收集数据。根据 Landry和 Bourhis对语

言景观的分类，研究者使用手机收集了上述研究地点的

官方和私人语言景观图片,共计 801 张。第二步是从官

方和民间招牌上出现的语言代码的数量、组合、顺序和

大小等方面对数据进行归纳和分析，并比较官方和民间

语言景观的异同。第三步是运用一些经济学概念来研究

构建语言景观背后的经济动机。最后一步是根据研究结

果，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一些原则和建议。

2.1 合肥市官方语言景观

官方语言景观也可称为自上而下的标志，是政府为

表达政府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设置的标志，如建筑物

名称、街道名称等，主要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研

究官方语言景观可以探讨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权力关

系、意识形态、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本研究主要从语

言编码的组合、数量和编码偏好等方面对所选地点的街

道名称、方向指示牌、文化宣传牌、警示牌和交通指示

牌进行研究。

根据 Spolsky 和 Cooper（1991）的研究，可以按

照标志上出现的代码数量将标志分为单语标志、双语标

志和多语标志。从上述地点的官方语言景观中共收集到

390 张图片。经过分析，所选地点分别有单语标识、双

语标识和多语标识，其中单语标识有 50 个，占 12.82%，

所占比例较小；双语标识有 301 个，占 77.17%；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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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所占比例最小，仅占 390 个官方标识的 0.09%，因

此，所研究地点出现的官方语言景观的多语性并不明显。

此外，官方语言景观中最多有 3 个语言代码。

在 90 个标志中，有四种语言。需要说明的是，本

研究将拼音单列为一种语言编码，而中文则指汉字。所

以数据共由六种代码组合：中文、中文和拼音、中文和

英文、中文和日文、英文、中文、英文和拼音。在 246

个汉语拼音标志中，大部分是街道名称和政府标牌，商

店名称、平民住宅和名人故居的确切位置。这类标志主

要包括交通标志、方向指示标志和文化宣传标志。其中，

汉语和日语标识牌数量为 1 个，占所有官方语言景观

总数的 0.02%；没有一个纯英语标识牌。由此还可以计

算出，汉语出现在 390 个官方标志上，占总数的 100%；

英语出现在 101 个自上而下的标志上，占 390 个官方

标志的 25.89%；而日语只出现在 1 个标志上，仅占

0.02%，比例很小。

显而易见，汉语在所调查地点的官方标志中占有绝

对的地位。除了汉语，所收集地区的官方语言景观中只

出现了两种外语：英语和日语。官方标志最能体现一个

国家的意识形态，代表政府的态度，因此政府已经意识

到英语的重要性。

2.2 合肥市私人语言景观

私人语言景观包括店名、广告牌、海报等，本研究

主要研究淮河路步行街、红星路、津门水街、1912 街区

等地的店名，根据 Cenoz 和 Gorter（2006）的观点，每

家店都应该被视为一个分析单位，店内的小标志应该是

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本研究收集上述地点的所有店名，

共计 411 张图片。如上所述，本部分还从语言代码的

数量和组合以及代码偏好两个方面讨论了这些地点的

私人语言景观。

在所选地点的私人语言景观中，有单语标识、双语

标识和多语标识，其中单语标识有 323 个，在 411 个

私人标识中占比最大（78.58%）；双语标识有 120 个，

排在第二位，占比 29.19%；多语标识有 16 个，仅占

比 3.89%。与官方语言景观一样，民间语言景观的多语

性并不明显。经调查，私人语言景观的招牌上共有五种

语言代码，分别是中文、拼音、英文、日文、韩语。这

些语码的组合更是丰富多彩，语码组合的数量达到 13

种，在语言景观研究中是比较多的。中文占比最大，仅

出现在私人招牌上的中文就有 228 个，占比 70.07%，

接近总数的一半；其次是中英文双语招牌，中英文双语

招牌有 110 个，占 411 个私人招牌的 26.76%；仅出现

英文的招牌有 86 个，占私人招牌总数的 20.92%。

结果显示，所调查地点的私人语言景观非常多样化。

数据显示，汉语在所选地区的私人语言景观中占主导地

位，汉语在私人语言景观中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私人业主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英文、日文也在私人

语言景观中使用，这证明这三种外语也引起了私人业主

的关注。

3 语言景观构建与经济动因

3.1 成本与效益

语言景观建构中的语言选择和使用实际上就是语

言的投资和消费。在进行任何经济活动时，各经济主体

均需评估其行为所带来的经济价值的利弊。不同的语言

有不同的经济价值，因此，标识制作者必须选择价值高

的语言，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

合肥的的官方语言景观非常简单，中文和拼音的双

语标识数量最多，中文和英文的双语标识数量位居第二，

这符合净效益最大化的原则。中文是中国的母语，语言

景观的受众大多是中国人，在官方标识上使用中文可以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

很多官方标志上，汉语拼音被置于汉语之下，众所周知，

其实拼音的发音规则与英语的发音规则非常相似，应该

是为了方便不懂汉语的外国人，甚至是一些不认识汉字

的中国人。如上所述，中英文双语标识多为巷名或路标，

外国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英语基础辨别当时所处的位置，

大大降低了标识的成本，这种标识实现了社会价值总量

的最大化。如今，英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非英语

国家的人都能说相当流利的英语，因此，在标识上使用

英语可以付出最小的成本，却获得最大的收益。然而，

官方标识上却没有出现少数民族语言，这说明政府对少

数民族语言的重视程度不够。官方语言景观的主要功能

是信息功能，为人们提供信息，因此其设计相对简单。

与官方语言景观相比，私人语言景观更为复杂，私

人标识的建设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政治、私人

所有者的个人偏好等诸多因素，私人标识更注重经济效

益，在收集的私人语言景观中，汉语和英语是出现频率

最高的两种语言。众所周知，汉语和英语是价值最高的

两种语言，也是最能产生社会价值的两种语言，与官方

标识不同，私人标识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为了吸引游客，在设计和制作方面，标识制作者会精心

设计语码和标识的材质和颜色。当然，这些都没有违背

成本与收益的原则，它们带来的收益是吸引更多的游客，

促进游客的消费。然而，由于政府对民间标识的监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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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标识，如使用纯外文代码、使

用古文字、拼写错误等。这些不规范的招牌给顾客带来

了不好的体验，导致顾客流失。

3.2 供应与需求

语言景观是公共空间中的公共产品，因此研究必须

涉及语言景观的供给和需求问题。政府有绝对的自由决

定合肥的官方语言景观使用哪种或哪几种语言，为了满

足世界各地游客的需求，官方语言景观可以尽量选择语

言。但是，标识牌的翻译、设计、制作等都需要投入精

力和资金，还需要一些其他费用，双语和多语标识牌的

成本肯定要高于单语标识牌。合肥的双语标识虽然不能

满足所有游客的需求，但却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

效益。标识上无论出现多少种语言，都不可能满足所有

人的需求，因此，在不违背成本效益原则的前提下，官

方语言景观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使用需求量最大的语言。

合肥的私人语言景观多为单语。在所有单语标识中，

中文和英文是最受欢迎的，这样，私人业主也就选择了

需求最大的语言。总之，无论是官方语言格局还是民间

语言格局，汉语和英语的突出地位都能满足大多数国内

外消费者的语言需求，同时也巩固了汉语和英语的地位。

4 语言景观构建的原则和建议

众多学者强调，国家语言政策的规划与执行往往受

到经济因素的显著影响，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Grin

（2003）提出，理想的语言政策应旨在最大化语言的社

会整体价值，同时最小化相关政策的成本。

语言景观的构建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经济、政治、

社会环境、宗教等，本部分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总结了

语言景观构建的两个原则。

首先是经济性原则，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

济效益。经济性原则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只有当效

益大于成本时，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政府和

私人业主追求的是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只有当招

牌的成本小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时，投资才是成功的，

或者说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因此，语言景

观的建设应符合经济性原则。多语共存的语言景观既有

使用价值，也有非使用价值，就像合肥的语言景观，官

方招牌有使用价值，民间招牌既有使用价值，也有非使

用价值，因此，语言景观的建设要符合多样性原则，这

样才能创造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合肥市的语言景观中存在大量拼写和格式错误、不

规范使用古文字、店名不醒目等不规范现象，这些不规

范用字可能会影响合肥语言景观信息功能的发挥，造成

游客语义理解上的混乱，甚至威胁到汉语的地位，影响

中华文化的传播，无疑必然影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规范意识和文化素质的缺失会造成许多拼写和格式错

误，因此公众应自觉加强语言规范知识的学习，增强语

言规范使用意识。此外，政府应加强国家语言文字规划

政策的宣传和招牌的监管，及时纠正语言景观中的不规

范现象。

其次，要构建简洁凝练的语言景观。在官方语言景

观中，可以使用缩略词和简称来代替一些词的全称。此

外，还有一些店名过长。过长的店名不仅浪费时间和金

钱，还可能降低游客的购买欲望，从而影响游客的选择

和决策，降低经济效益。

合肥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本土特色地域文化

的丰厚滋养，也日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

因此，合肥的语言景观建设既要有合肥的特色，又要有

现代化国际科创名城的气息，不能克隆和复制其他城市

的语言景观，这样才能更快、更方便地传播当地文化，

带动消费，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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