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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政府工作报告》农业话语特征分析

沈裕波　杨 阳 *

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泰安　271000

摘　要：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农业话语展现了我国的农业发展进程以及未来发展目标，其外文版是他国了解中国农

业发展状况的一大途径，并对构建中国农业国际话语权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将从 2020-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及其日

译本中抽取“涉农语料”，建立中日双语平行语料库，使用 KH Coder 软件，运用高频词、共现网络、语义韵的研究方法对《政

府工作报告》中的农业话语进行分析，解析话语背后反映的我国农业发展进程以及话语对读者认知形成的影响路径，最后

探讨在对外话语建设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用语，从而提升中国农业话语体系对外传播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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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家政策话语的对外传播在展示

国家形象和促进国际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中国

政府每年发布的重要政策文件，涵盖多个领域的战略规划，

其中农业话语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村振兴与农业现代

化。以日译本为例，其可以增进日本读者对中国农业发展现

状及政策、立场的认识，对构建中国农业国际话语权发挥着

重要作用，有助于促进中日两国在农业科技、农业经济和农

业政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1. 研究现状

近年来，外国语言文学下的政府工作报告主要研究方向

为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译本展开翻译学研究，如徐泊晗（2023）

以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版为对象探讨了外宣翻译技巧
[2]。王若溪（2023）研究了中国特色表达的汉英汉俄翻译策

略 [3]。在日译本研究中，张桂丽、黄忠、李念念、陈建（2023）

按照研究方法将已有研究分为两大类：第一，基于功能派翻

译理论结合问卷调查、受众访谈的研究法：主要研究指出功

能理论可有效指导外译，对中央文献外译提出了建议。代表

性研究成果：修刚、李运博、花超（2018）[4]；蒋芳婧（2014、

2016）[5][6]；修刚、米原千秋（2016）[7]；蒋芳婧、段东海（2016）[8]。

第二，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法。这类研究方法近年来崭露

头角，主要通过将原创文本语料与日语母语语料进行对比，

发现两译本中反映中国特色词语的主题词具有共性特征。代

表性研究成果：童富智、修刚（2020）[9]；童富智（2020）[10]；

王华伟、高镝 (2020)[11]；王华伟、曹亚辉（2021）[12]。[13] 可

见，近年来学界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研究存在偏向于译文的

翻译学研究的倾向，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还相对不足，缺少专

门针对农业话语的相关研究。

因此，本研究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目标主题

精确化，把目光放在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中的农业领域，

以《政府工作报告》日译本为基础，建立中日平行语料库，

试对农业领域话语开展研究。同时，张桂丽、黄忠、李念念、

陈建（2023）指出要关注普通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判与

反馈 [13]。所以，本研究同时将文本指向的译文目标国读者

一并纳入话语系统，试探讨其对中国农业话语的认知。

2. 研究设计

2.1 语料库建设

本研究通过使用 Excel 和 KH Coder 建设专题语料库“政

府工作报告农业话语中日双语语料库”, 对中国农业话语特

征进行分析研究。语料库建设第一步由收集语料开始。所谓

的“涉农语料”，即与农业、农民、农村三大问题相关的语料。

其中，农业为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

副业五种产业形式。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上

下载 2020 至 2024 近五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中日对照版本。

接下来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出发，分别以“农”、“农业”、

“种植”、“林”、“畜牧”、“渔”、“副业”、“农

民”、“农村”、“乡村”的关键词对文本进行全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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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索到的文本语料进行提取。之后，再对《政府工作报告》

进行人工阅读筛选，进一步提取语料，如“粮食”一词，虽

未由“农”字组成，但同属于农业范畴的词汇。接下来，利

用通配符、正则表达式等对语料进行清洗后将其导入 Excel

文档。之后，浏览该 Excel 文档中的日文列并导入 KH Coder

软件，通过执行预处理、检查目标文本、分词等系列前置

操作，共提取到单词总数 11304、不同的词数类型 1586。 

2.2 高频词分析

本节通过 KH Coder 的词频分析功能对政府工作报告农

业话语日译本中的高频名词、动词、形容词（包括一类形容

词及二类形容词）进行统计分析，抽取日译本中每类词词频

最高的 5 个代表性的词并制图。然而，因在日语中二类形容

词词干、サ变动词词干都存在作为名词使用的情况。在使用

该软件进行分词的时难以正确区分界定，所以在高频词统计

时 , 作者通过索引行功能进行了人工筛选，逐个确定了这些

词在语境中的词性后绘制了下表 ( 见表 1 ～表 3)：

表 1 政府工作报告农业话语日译本高频名词表

No. 名词 词频

1 農村（农村） 128

2 貧困（贫困） 109
3 発展（发展） 72

4 食糧（粮食） 65

5 都市（都市） 64

资料来源 : 作者通过 KH Coder 软件对农业话语日译本进行

分词的结果制作。

表 2 政府工作报告农业话语日译本高频动词表

No. 动词 词频

1 強化する （强化） 85

2 推進する（推进） 55

3 実施する（实施） 41

4 取り組む（致力于） 24

5 改善する（改善） 22

资料来源 : 作者通过 KH Coder 软件对农业话语日译本进行

分词的结果制作。

表 3 政府工作报告农业话语日译本高频形容词表

No 形容词 词频

1 着実（扎实） 18

2 新た（新） 11

3 高い（高） 9

4 青い（蓝 ; 青） 6

5 著しい（显著） 5

6 適度（适度） 5

资料来源 : 作者通过 KH Coder 软件对农业话语日译本进行

分词的结果制作。

胡开宝、田绪军（2018）认为 :“高频实词常常将某种

意象不断呈现至听众或读者脑海中 , 进而影响听众或读者的

感知。”[14] 通过统计政府工作报告中农业话语的高频实词，

可以反应政府在农业领域的工作重点并有助于我们理解政

府的长远规划和战略目标。此外，农业话语中高频实词的反

复出现，对公众的感知也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高频名词方面（见表 1），如“「農村」（农村）”

一词以最高频次（128 次）出现，表明中国政府对农村发展

的高度重视。这可能促使日本读者对中国的农村振兴政策及

其实施成效产生关注。在日本，同样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

农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因此中国的相关政策或能引发日本读

者对两国农村发展路径及政策异同的反思，进而探讨中日合

作与经验交流的可能性。

在高频动词方面（见表 2），频次最高的动词“「強化

する」（强化）”表明，报告中多次强调加强某些政策或行

动，这可能让读者感知到中国在各领域不断加强措施和策略

的决心，尤其是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等方面。

在高频形容词（包括一类形容词、二类形容词）方面（见

表 3），“「着実」（扎实）”一词反映了中国农业在追求

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和民生的重要组成部

分，强调稳健的生产模式和长期的规划。频繁出现的“「着実」

（扎实）”表明中国农业在现代化过程中，仍然重视稳定性，

避免过度依赖不确定性较大的外部因素，如市场波动或极端

天气。

综上所述，政府工作报告农业话语日译本中高频词的

出现，不仅能够反应中国农业的进程还能加深日本读者对中

国国家战略与政策重点的认知，引导他们思考两国在应对共

同社会经济挑战时的合作机会。这些高频词在一定程度上塑

造了日本读者对中国当前发展状况的理解，进而影响他们对

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期待。

2.3 共现网络

共现网络能够展示词语间的关联性、频率和中心性，

通过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可以深入理解农业政策的内涵及其

实施路径。农业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通过共

现网络分析农业领域的政策话语，可以有效揭示政府在农业

发展中的重点和战略方向。本节将通过分析由政府工作报告

中农业话语绘制形成的共现网络图（见下图 1），深入探讨

农业政策中的核心理念及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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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业话语日译本共现网络图

资料来源 : 作者通过 KH Coder 软件对农业话语日译本

共现网络分析结果制作。

2.3.1 农业现代化与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共现网络中，「発展」是具有最高中心性和频率的词

汇之一。作为农业政策中的核心议题，「発展」反映了农业

在现代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农业的发展不仅关乎粮食安全，

更涉及到农村经济的振兴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图 1 中与”「発

展」（发展）”相关的词汇如”「促す」（促进）”、“「経済」( 经济 )”、

“「力」（力量）”等，进一步表明政府通过推动农业的发展，

期望提升经济整体的增长动力。农业政策中的“「発展」（发

展）”不仅仅指的是生产力的提升，更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和

产业升级来推动农业从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化转型。

2.3.2 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发展

“「振興」（振兴）”一词在共现网络中的高频出现，

直接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重心。农业发展

已不再仅仅限于生产力的提升，而是涵盖了农村经济、社会

和文化的全面振兴。词语如“「地域」（地域）”“「支援」

（支援）”“「産業」（产业）”等与“「振興」（振兴）”

共现，进一步展示了乡村振兴的多维度目标。政府通过发展

地方特色产业、扶持农业企业和改善基础设施来推动乡村振

兴，使得农村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拥有竞争力。

2.3.3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图 1 中出现的词语“「対策」( 对策 )”“「環境」（环境）”“「改

善」（改善）”显示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在农业政策中

的重要性。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

农业政策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更需要兼顾生态效益。“「環

境」（环境）”与“「対策」（对策）”的共现，表明了政

府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问题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如

减少污染、改善水土资源管理、推广绿色农业技术等。

2.3.4 农业发展与减贫政策

在农业政策中，“「貧困」（贫困）”与“「脱貧」（贫

困）”的共现表明了农业发展和扶贫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

共现网络中，这些词语与“「支援」（支援）”“「対策」

（对策）”等词紧密相连，反映出政府在通过农业发展推动

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策略。农业不仅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关键

产业，也是改善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

总体来看，共现网络的分析能够帮助研究者和政策制

定者从大规模文本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明确政策的重点和

趋势，并为未来的农业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在农业现代

化、环境保护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利用共现网络分析能够

更好地把握农业政策中的复杂关系和潜在影响。

2.4 语义韵分析

语义韵指的是某些词汇或表达由于其经常与特定情感、

评价或意义相关联，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特定感情色彩的词

汇模式。通过分析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农业话语，可以观察到

其在日译本中的特定语义韵。一些高频词汇如“「発展する」

（发展）”“「強化する」（强化）”“「推進する」（推

进）”等词汇的语义韵多呈现出积极、正向的色彩。这种正

向的语义韵在传达政策目标时，能够凸显出国家对农业发展

的重视以及对未来的积极展望。

从日译本高频词汇来看，如“「発展する」（发展）”

和“「強化する」（强化）”等词汇常用于描述中国农业的

未来前景与政策实施的推进过程。“「発展する」（発展）”

一词在日文语境下具有非常强的积极语义韵，通常与经济增

长、社会进步等正面评价相联系。因此，在描述农业政策时，

日译本通过“「発展する」（发展）”不仅传达了中国农业

发展战略的高度，还营造了未来可期的正面感知。同样，“「強

化する」（强化）”一词在日语中常带有加强、巩固某种积

极能力的含义，尤其在涉及农业政策时，往往用于强化基础

设施、技术升级等与国家繁荣紧密相关的领域。政府工作报

告中的“「強化する」（强化）”多指政策执行与资源投入

的增加，其日译本也呈现出这一策略性特征，反映了国家对

农业领域的持续性支持。

2.5 优化日译本语言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在对外传播中传达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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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政策思想，日译本的语言表达需要进一步优化。针对以上

分析，提出以下几条改进建议：

第一，增强语言的流畅性与自然度。

第二，平衡正式性与亲和性。

第三，注重情感传递。

第四，文化适应也是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农业话语在日译本中表

现出一种强烈的正向语义韵，传达出中国在农业发展中的政

策执行力与战略远见。通过对日译本的语言优化，可以更好

地传达中国农业政策的核心思想，提升其在日本读者中的可

读性和接受度。同时，合理的翻译策略可以确保政策语言既

具备国际传播的有效性，也保持原文的准确性和严谨性，这

有助于增强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背景下中国在全球农业治

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业

合作体系。

3. 结语

本研究通过语料库方法系统分析了 2020-2024 年《政

府工作报告》日译本中的农业话语，丰富了农业领域的翻译

研究，拓展了现有的政府政策话语研究的范畴。研究结果不

仅为农业话语的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中国农业政

策在国际传播中的策略优化提供了参考。

然而，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语料库的规模较小，

无法全面覆盖各类政策话语中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未来的研

究可以进一步扩大语料库的范围，并结合实际的读者反馈，

深入分析中日两国读者对农业政策的不同认知，探索更有效

的语言传播策略。其次，虽然本研究探讨了高频词的语义韵，

但未深入分析语法结构对语义韵的潜在影响，这可作为后续

研究的方向。此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结合认知语言学

和跨文化传播学，将有助于深化对政策话语在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传播与接受机制的理解，为中国政策话语的全球传播提

供更具创新性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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