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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 2019 年度项目指南

一、重大项目

1.我国语言教育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研究

2.中国语言扶贫的经验成效及相关理论问题研究

3.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状况及规划研究

4.“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服务的现状、评价及对策研究

5.面向海上丝绸之路的多语言资源库及共享平台建设

6.语言经济学视域下东盟国家语言产业数据库建设及经济贡献度

研究

二、重点项目

7.新时代国家语言应急能力建设研究

8.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内容及实施策略研究

9.汉字文化圈主要国家（地区）中小学母语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状

况调查与研究

10.新疆中小幼双语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与教学研究

11.基于大数据的贫困家庭语言能力状况研究

12.汉字阐释的理论构建与汉字文化的普及

13.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百年演变研究（1919-2019）

14.规范型权威字典与新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化

15.融媒体时代词典编纂出版的创新发展研究

16.地方志体系中的语言志编撰现状、理论与规范研究

17.网络媒体语言规范研究

18.新时代我国语言传播与语言出版的优化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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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两岸语言文化交流实践与理论研究

三、一般项目

20.异形词规范研究

21.汉语国际传播在东盟国家的发展对策研究

22.全球化进程中城市亚社区语言景观研究

23.网络语言对青年群体语言能力影响研究

24.当代大学生汉语书面语能力研究

25.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产业调查研究

26.面向公共服务和政务的少数民族语言自动问答系统建设情况

研究

四、“一带一路”语言文字研究专项（题目自定）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语言支撑和服务，以语言互通促进“五

通”的实现，开展与“一带一路”有关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

状况调查、语言保护、语种规划、汉语传播、语言服务、语言产业等

方面的研究。题目自定，在线申报时项目类别选择“‘一带一路’专项”。

五、语言文字信息技术与应用研究专项（题目自定）

主要包括多语种机器翻译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将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运用于语言分析、语言知识获取及

语义资源建设，智能辅助语言学习系统和语音识别关键技术与应用相

关研究，语言理解、语言生成和语言评价的智能化理论和技术研究，

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评测研究。题目自定，在线申报时项目类别选

择“信息化专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