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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one of the strategic pillars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which requires the 
all-round coordination of regions such a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language life in China’s developing regions has become more prosperous, the language economy has achiev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language lif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harmonious. At the same time, harmonious language life is 
one of the bases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Whether in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r in the practical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language life into th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language life promote each other,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jointly help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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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支柱之一，它要求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全方位协同。随着区域协调发展
水平提升，中国各发展区域的语言生活更加繁荣丰富，语言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语言生活日益和谐。与此同时，语言生
活和谐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一。无论在发展理念上还是实际工作中，将语言生活和谐理念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都是必要举措。区域协调发展与语言生活和谐相互推动，相辅相成，共同助力中国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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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早在国民经济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就提出了区域

协调发展概念 [1]。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出

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 [2]。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把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战略支柱之一 [3]。从当前发

展形势来看，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区域协调发展已

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语言学领域，学者们也已开始探索区域

发展与语言发展之间的协同之道，比如刘楚群（2018）关于

海西经济区江西四城市（上饶、鹰潭、抚州、赣州）语言文

字使用状况的研究 [4]、李宇明（2021）关于区域语言经济属

性的研究 [5]、李宇明（2023）关于区域语言规划与区域发展

关系的讨论 [6] 等。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

语言研究中心、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与文化传承

研究中心更是从 2021 年起每年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

活状况报告》，从区域视角关照语言生活现实，在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与语言生活研究的结合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从某种

程度上讲，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逐步推进、成果逐步显现，

中国语言学也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区域语言学。

同一个区域内往往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存在着各种各

样的语言地域变体和社会变体。如何正确处理区域内部各语

言之间、各语言变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保持区域语言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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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应是区域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和谐语言生活的根本是

处理好语言关系，在国家语言规划、国际语言格局的宏观

背景下，使区域内的语言及语言变体和睦相处，各得其位、

各展其长、相辅相成。积极的目标是形成语言合力，共同支

撑区域的发展；从消极处看，也可以减缓语言矛盾，避免语

言冲突 [6]。论文旨在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视角探讨语言

生活和谐问题，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能够激发语言生活活

力，而语言生活和谐理念则契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区域

协调发展的基础，二者是双向互惠共济的关系。通过区域协

调发展与语言生活和谐关系的探讨，希望能为区域语言规划

与治理提供参考，更好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区域协调发展推动语言生活和谐

多年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建

设了一系列城市群、经济带、跨省经济协作区域、自贸区等，

如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长株潭都市圈等。随着区域内城市之间交通日益便

捷、产业不断协同、服务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同一区域急

速汇聚了不同城市间的差异，包括语言生活的差异，这在短

时间内给社会语言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开放带来的人口流动为区域语言交际带来一定困难。但

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打破了语言生活的地域

限制，为语言生活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带来了语言生

活的丰富繁荣，带动了语言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上对区域

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2.1 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语言生活繁荣丰富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区域内各地的基础设施、

产业经济、居民服务实现互通互联，更方便了区域内人员的

自由流动以及语言和语言变体的互动交流。比如，随着港珠

澳大桥建成通车，粤港澳大湾区民众实现了更便捷的流动，

区域内的各种语言和语言变体之间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粤

港澳大湾区内的语言生活随之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态

势，语言生活更富活力。而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逐步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与语言服务建设联盟”成立，

区域语言生活在丰富繁荣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与协同，逐步成

为区域语言规划与治理的成功典范。类似的例子还有长株潭

都市圈一体化协同。长株潭地区在多年的一体化建设下，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区域语言生活繁荣丰富基础上的和谐发展。

据李晖旭（2015）的调查，在普通话、株洲话、湘潭话中，

74.4% 的长株潭青少年选择了普通话作为未来的交际语言，

16.5% 的长株潭青少年选择了长沙话作为未来的交际语言。

另有 14.3% 的株洲、湘潭青少年愿意选择长沙话作为他们

未来的交际语言 [7]。这说明，随着区域一体化的逐步推进，

区域语言生活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作为通用语的普通话

主导地位稳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成果明显；另

一方面，区域内民众对各语言变体接受度比较高，语言和语

言变体基本做到和睦相处，各得其位、各展其长、相辅相成，

区域语言生活丰富繁荣而和谐。

2.2 区域协调发展带动语言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区域内各城市、各地区能够更便捷

地联通，区域内的企业、组织、民众能够良好沟通往来。但

由于区域的对内和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区域内使用的语言和

语言变体迅速增多，会造成短期内语言沟通交流的不便利、

不顺畅。但是，这种情况下，社会上会出现更多语言服务需

求，语言经济将出现良好的发展契机，往往形成高质量迅速

发展态势。比如，长三角城市群的语言经济在区域协调发展

的推动下在各方面的竞争力都有所加强。根据任杰、王立非

（2022）对长三角区域语言服务竞争力的调查分析，长三角

区域内不同城市的语言服务竞争力是有差异的，如江苏省产

业发展环境、人才竞争力较强、上海市则在语言服务技术方

面较强 [8]。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各地区、各城市便于相

互交流学习，可有效推动区域内语言产业的优势互补，而具

备较强语言服务竞争力的地区或城市又可以起到辐射带动

作用，引领整个区域的语言经济持续向好。

另外，区域协调发展使区域内汇集了生活环境、语言

环境、文化环境等差异明显的不同人群，如何使沟通交际顺

畅，不因为语言问题而造成了文化冲突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成了区域语言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而语言教育产业恰恰能在

这种条件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外语、强势方言等的教育培训行业都能得

到良好的发展环境。

3 语言生活和谐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带动语言生活和谐，反过来，语言生活

和谐契合区域协调发展理念，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一。

可以说，二者互为基础、相互影响，共同支撑中国经济社会

文化的全面繁荣。

3.1 语言生活和谐观契合区域协调发展理念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

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

指导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 [9]。语言生活和谐观与新发展理

念相契合，尤其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

展四个方面表现明显。在创新发展方面，区域内语言服务产

业技术的不断创新改变了语言经济内外部的技术环境，推动

了区域内整体创新能力发展，契合创新发展理念。在协调发

展方面，语言生活和谐强调的并不是语言的完全统一，而是

倡导各语言和语言变体和睦相处、各得其位，契合协调发展

理念。在开放发展方面，语言生活和谐观不提倡使用隔绝和

封锁手段达到语言交际顺畅的目的，而是倡导语言多样化发

展，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下推动语言生活丰富繁荣，在此基础

上强调各语言和语言变体之间共生共存，实现语言生活的和

谐，契合开放发展理念。在共享发展方面，语言生活和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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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打破语言壁垒和语言不公平现象，致力推动语言资源和

语言技术的全民共享，契合共享发展理念。

语言生活和谐观契合区域协调发展理念，是区域协调

发展的题中之义。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语言文字管

理部门须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开展必要的语言规划与治

理，让区域内的语言和语言变体和谐发展，避免出现语言问

题阻碍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状况。

3.2 语言生活和谐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
李宇明（2018）指出，语言有“通事”和“通心”之别。

通事者，主要沟通信息；通心者，易生情感共鸣 [10]。在区

域内部，语言沟通信息的“通事”功能保证了区域民众在生

产生活中信息传递顺畅无碍，而交流情感的“通心”功能则

有助于区域各地民众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保证“民心相通”。

语言生活和谐是更好实现语言“通事”“通心”功能的前提，

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以“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为例，根据《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该战略的实施范围包括：中心区——长株潭三市中

心城区（含长沙县）；都市圈——浏阳市、宁乡市、醴陵市、

韶山市、湘潭县；城市群——以长株潭三市为中心，统筹岳

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联动发展。在这一区域内，语

言资源十分丰富，语言生活状况较为复杂。据《中国语言地

图集（第 2 版）》（2012），区域内所使用的汉语方言包括

湘语（长益片、娄邵片、衡州片），赣语（宜浏片、大通片），

西南官话（常澧片），客家话（湘东片）等 [11]。过去，因

为区域内方言复杂多样，各地民众沟通交流受到很大阻碍，

区域各地发展过程中的联动受到语言的限制。随着湖南省大

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区域各地的普通话水平大幅

提升，同时，随着强省会战略的实施，长沙市在区域内部的

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长沙方言在长株潭地区强势方言的地

位逐渐凸显，区域内部交流日益便捷顺畅。此外，由于区域

内语言资源丰富，国家语委开展了大规模的语言保护工作保

存、抢救了濒危语言和方言。如今，长株潭地区已逐渐形成

“语言及语言变体和睦相处，各得其位、各展其长、相辅相成”

的语言生活和谐态势，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语言

基础。

4 结语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我国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拓展

区域发展新空间、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发展战

略。语言生活和谐理念是保证纷繁复杂的社会语言生活有序

发展的基本理念。论文主要探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语言生

活和谐理念的双向互动关系，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推动

社会语言生活和谐，而社会语言生活和谐也将反过来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在未来的发展中，语言生活和谐理念理应纳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保证区域内各语言和语言变体和谐发

展的前提下，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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