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经验

支持与实现路径

苏     剑

摘    要    语言扶贫是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重要举措之一，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主要表现在：（1）语言

扶贫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即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产业属性和制度属性。三种属性是有机联系的整体。

 （2）语言扶贫有独特优势，即利用语言资源可以产生规模、协同和代际效应，创造绿色、低碳 GDP，实现

真脱贫。（3）语言扶贫已获得较多的经验和实证支持。语言扶贫的实现路径有：积极考察普通话能力的影

响因素，提高以普通话为基础的语言能力对贫困地区的发展贡献率；推普过程中注重考察习得者年龄和少数

民族语言同汉语的语言距离等影响因素；开发、利用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把少数民族语言产业同旅游产业、

翻译产业等结合起来，多渠道推广少数民族语言产品（语言服务）；面向市场需求，发展外语培训市场，开

展语言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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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并提出扶贫同扶志、扶

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 2020 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①。2018 年 1 月，教

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语委联合发布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通知，其主要

目的是推广普通话，提高通用语言的能力，实现脱贫。针对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委的纲领性文件，我们认

为，语言扶贫可能而且应该成为扶贫、减贫的重要举措。提高语言能力，增加人力资本，可以实现扶贫同

扶智、扶志的紧密结合，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务工人员融入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

立以来，语言扶贫取得的成就瞩目：简化字、汉语拼音方案及普通话的推行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降低了

交易成本，促进了要素的流动、市场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截至 2019 年，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率接

近 80%，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 95%，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80% 以上降至 4% 以下。②

同时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减少区域语言障碍，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综上，语言资源转化为生产力的优势明显，助推扶贫、减贫的意义重大。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诠释语

 

①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0/27/c_1121867529.htm.

②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909/t20190919_3996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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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扶贫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何以为之，提出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梳理经验支持，推演语言扶贫的实现

路径。

一、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

 （一）语言扶贫的内涵
总体来说，语言扶贫主要是开发、利用语言资源，制定、优化语言制度，提升国民语言能力，从而促

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产出，实现减贫、脱贫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从微观层次来讲，语言扶贫主

要是通过提高语言能力，增加人力资本容量，提高个体收入。一般来说，微观意义的语言扶贫是个体主动

习得语言的过程，例如参加语言教育培训，外贸企业面向员工的语言能力培训等等。从宏观层次上讲，语

言扶贫应该是开发语言资源，优化语言制度，传播并提高民族语言的通用度，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撑

点。我们认为，宏观意义的语言扶贫是依靠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推动减贫的过程。
 （二）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
语言之所以能够扶贫，是因为语言的多种属性。早在 1965 年，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就阐释了

语言的经济和价值属性，认为语言是和其他资源一样，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①。因此，语言资源应

该成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并且我们认为语言资源是稀缺的。这是因为相对于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来

说，通用语言和本民族语言资源是稀缺的。优化配置语言资源可以获取更多的语言红利。正是语言的资源

和价值特性，才使语言扶贫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研究语言扶贫应该理清语言扶贫的内在的经济学逻

辑，为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理论基础。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语言能力的人力资本属性。语言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这是因为语言能力满足人身依附性、投

资性和产出性的三个特点②。除以上三个特点外，语言人力资本还具有自我强化、自我丰富，并且不容易

贬损（只要交流，亦可获益）等特点。语言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这是语言最重要的属性，也是人之所以

成为人的重要原因。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其扶贫的理论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按照内生经济

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语言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自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这里的

语言能力应该是指国民的语言能力，是一个宏观指标，可以量化的指标有通用语言的普及率和熟练度，国

民的英语水平等。其二，二语以至多语习得或者某种语言熟练度的提高都可以提升人力资本，很可能提高

个体的微观收入。其机制有：（1）网络外部性效应。提高语言能力尤其是通用语能力，可以通过网络外部

性增加收入，即通用语言使用人数越多，所获得的收益就越大。（2）自我强化效应。个体的语言能力可以

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自我强化，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3）互补效应。通常认为语言能

力包括听说读写四种能力。语言单项能力之间存在互补性，对收入的促进作用亦呈现协同性。（4）代际正

外部效应。个体还可通过代际效应提高下一代的语言能力，即父母掌握并熟练使用通用语言，对下一代通

用语言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语言的产业属性。语言的产业属性，决定了语言能够形成一个产业，而且构建和发展语言产业

可以获取更多的语言红利。从广义上讲，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形成产业，或者采取产业化的方式来开发、

推广、利用。当今作为主流语言的英语已在全球形成了重要的产业。英语培训产业、英语科技产业等已经

为英美国家带来语言红利。语言产业促进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语言产业应该归属于第三产

业，其产值是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发展语言产业可以形成绿色、生态的 GDP。（2）语言产

业能够通过增加就业岗位，提高语言能力（语言培训产业），形成语言产业链（规模效应）等间接促进经

济增长。例如：书法产业的发展为各种工艺品（木器、瓷器）行业带了商机；一些以少数民族语言表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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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arschak, Jacob,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Behavioral Science, 1965(10), pp. 135-140.

②Barry R. Chiswick and Paul W. Miller, “A model of Destination-Language Acquisition: Application to Male Immigrants in Canada,” Demography, 2001,
38(3), pp. 39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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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种文化和古籍的产业化经营，可以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3）从长期来看，构建和发展汉语言产业可

以提高语言通用度，促进汉语言文化的推广。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国际贸易纷争，更便于在国际事务处理中

提高效率，减少成本。

最后，语言的制度属性。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最早阐述了语言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制度①。语

言成为制度可以表现在两个层面：（1）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更准确地是一种非正式制度。良好的语言

规划或者语言政策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例如 “书同文”制度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促

进了政治统一和经济增长。20 世纪 50 年代统一实行简化字等语言文字制度，降低了习得成本，降低了文

盲率，减少了交际障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英美国家移民准入英语考试政策则有助于提高移民收入水

平，实质上是一种扶贫。（2）从更深层次的意义讲，语言构建了制度。如韦森所述：“道德和制度内在于

语言之中，语言（能力）使人成为人,语言使得人类社会有了制度（因为语言‘编织’‘构筑’并‘构成’

了制度）。”②按照这一命题，语言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就较为明显：如果语言能够构建好的制度，包括

制度设计和实施中的语言精确解释，则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如前文所述，以上三种属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语言人力资本属性主要从微观层次提高个体

收入，而语言产业则是从宏观角度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收入的。当然这两种属性又存在一定的融合。

语言培训产业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而语言人力资本增加和语言科技进步很大程度上促进语言产业的发

展。例如，语言 APP 软件开发可以有效地降低语言习得成本，促进语言传播和语言产业的发展。总体来

说，语言人力资本和语言产业内生于经济发展之中，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次，除了直接作用于

经济增长，良好的语言制度安排有助于提高国民语言能力和发展语言产业。例如，推广普通话政策，语言

文字产品版权保护政策等都是获取语言红利的制度保障。换言之，语言能力、语言产业和语言制度对经济

发展产生协同效应。我们可以通过图 1 来说明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国民语言能力

网络外部效应

“干中学”强化效应人力资本
个体收入

互补效应

代际正外部效应 减贫、脱贫

语言扶贫
产业

经济增长

制度生发

制度
制度实施

制度解释

图 1    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语言扶贫具有独特优势。

首先，语言扶贫通过扶智，产生规模效益。按照拉齐尔（Lazear）的模型，少数民族的人倾向学习大

语种语言主要原因是能够获得规模收益。③就中国来讲，少数民族的人一旦学会普通话，就可以与广大的

普通话语群交流，获得规模收益，提高收入水平。其次，语言可以和教育产生协同效应。这是因为，语言

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经验支持与实现路径

 

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37 页。

②韦森：《语言、道德与制度−语言哲学能搭起“实然”与“应然”之桥？》，《东岳论丛》2004 年第 3 期。

③Edward P. Lazear, “Culture and Langua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 (S6),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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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包括二语）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完成。开发、利用教育资源也是在提升语言能力的过程。一般来

说，受教育的个体，进行二语投资和习得相对于未受教育的人更具有效率。另外，语言扶贫是绿色、生态

扶贫。语言能力的提高主要是通过语言教育、语言培训、语言科技等手段完成，这些行业都是低碳的。语

言产业亦可创造绿色 GDP,正如李宇明所述，语言产业是绿色产业，智慧产业，几乎不耗费自然资源，而且

很多都跟高新文化、高新技术有关。①更为重要的是语言扶贫具有持久性，可以实现真脱贫、脱真贫。这

是因为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能力具有人身依附性。一旦熟练掌握某种语言，该能力不但不会丧失，反而由

于频繁使用而得到强化。此外，提高个体语言能力可以影响二代的语言能力，即前文的代际正外部效应。

布莱克利和陈（Bleakley and Chin）认为，父母作为移民第一代的英语水平对孩子的英语能力有显著的影

响。②从这个意义来讲，语言扶贫不仅是持久脱贫，更是永久脱贫。③

综上，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讲，语言扶贫具有内在的理论逻辑，而且扶志、扶智的优势明显，可以脱贫

而不返贫，应该把语言扶贫作为减贫、脱贫的重要策略。

二、语言扶贫的经验支持

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需要经验论证和数据支持。如前文所述，语言扶贫主要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发

展语言产业、优化语言规划等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人均产出的，因此，关于语言人力资本与收入的相关

性、语言产业对经济发展贡献度、语言制度与经济增长等前瞻性研究，都可以为语言扶贫提供经验证据。

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对收入的研究既可以见诸移民经济学文献，也有相关的直观数据。第一，语言能力与

收入存在着正相关性：主要论证了通用语能力、外语水平以及多语能力与收入的关系。奇斯威克和米勒

 （Barry R. Chiswick and Paul W.Miller）在多篇文献已验证移民的语言水平对收入产生正影响。④Adsera and
Pytlikova 认为，目的国语言熟练度在移民人力资本转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降低搜寻成本，并且提

高在目的国的成功率。⑤刘泉认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外语熟练度对个体工资有很高的溢价效应。⑥

除了语言能力和收入正向关系外，更细致的研究主要表现在语言通过互补效应和网络效应等影响收入。所

谓互补效应可以分为语言能力之间的互补（听说读写）和语言能力与其他能力的互补。奇斯威克认为，英

语读的技能大于说的技能对收入的影响。⑦同时他认为语言能力强化了其他人力资本对收入的作用。⑧达

斯曼和范博瑞（Dustmann and Fabbri）认为，移民语言能力增加匹配就业的概率。实证结果显示：主要语言

的读（reading）写（writing）能力更容易获得工作。⑨瑞士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格林（F. Grin）跟踪研究

了瑞士的情况，得出结论：“国民的多语能力有助于瑞士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瑞士的语言对经济的贡献

度达 10%。⑩陈媛媛总结普通话或者通用语言对劳动者收入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就业匹配、工作效

率以及社会网络。⑪此外，语言能力与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密切相关。Gao and Smyth 认为，说标准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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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宇明：《语言的经济贡献度,在中国也能达到 GDP 的 10% 吗》，《数据》2013 年第 6 期。

②Bleakley,  Hoyt  and Aimee,  Chin, “What Holds Back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Language Human Capital  Among
Immigrant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2008, 43 (2), pp. 267-298.

③赫琳：《语言扶贫有助于永久脱贫》，《中国教育报》2018 年 5 月 31 日。

④Barry R. Chiswick and Paul W. Miller, “The Endogeneity between Language and Earnings: International Analys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95,
13  (2),  pp.  246-288;  Barry  R.  Chiswick  and  Paul  W.  Miller, “ English  language  fluency  among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1998 (17).

⑤Alícia Adserà and Mariola Pytliková,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Shap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5, 125 (586), pp. 49-81.

⑥刘泉：《外语能力与收入−来自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证据》，《南开经济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⑦Barry R. Chiswick, “Speaking, Reading, and Earnings among Low Skilled Immigrants,”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1991, 9 (2), pp. 149-170.

⑧Barry R. Chiswick and Paul W. Miller, “Immigrant Earnings: Languages Skills, Linguistic Concentration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2, 15 (1), pp. 31-57.

⑨Christan Dustmann and Francesca Fabbri,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s in the UK” 2003, 113 (489), pp. 695-711.

⑩转引自赵世举：《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3 期。

⑪陈媛媛:《普通话能力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经济评论》201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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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可以减少雇主对就业者的歧视。①第二，语言能力尤其是二语习得的影响因素。依靠语言扶贫，需要提

高语言能力，语言熟练度则是衡量语言能力重要指标。该项研究不仅可以提供经验支持，更主要的可以为

语言扶贫提供政策启示。奈普特（Elissa Newport）认为，人们越年轻，越容易二语习得。②奇斯威克和米

勒等认为，语言熟练度与教育水平、居住目的地时间、与当地居民的接触时间等变量成正比，与移民者年

龄成反比。③布莱克利和陈用移民年龄作为工具变量，认为越年轻移民可能更为容易获得某种语言的读写

技能。④以上研究均证实了移民年龄和语言能力反向相关，即存在关键期假说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⑤

另外，语种差异一般与语言能力反相关。学界一般用语言距离衡量语言差异。奇斯威克实证语言距离对语

言的熟练度具有重要的影响。⑥斯汀和奥奇（Isphording and Otten）使用编辑距离法测度语言距离，同样得

出语言距离对语言熟练度有反向影响。⑦综上，关键期假说和语言距离的实证研究，对在少数民族地区推

广普通话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直观数据证实了语言能力与收入的相关性。《经济学人》数据显示，懂

超过一门语言的工人一生可以多赚 67000 美元，按照较高水平估计，拥有双语能力的人可以因为他们的语

言能力多获得 128000 美元。⑧

伴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人们交流的频繁，语言产业发展速度越来越迅猛，推动经济发展的作

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再推进，语言服务更为重要，因此，构建和发展语言产业

对扶贫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相关数据来说明。美国著名的语言行业调查机构卡门森斯顾问公司

统计：2010 年全球外包语言服务市场产值为 263.27 亿美元，增长幅度为 13.15%。数据显示：截止到

2009 年 12 月，全国在营语言服务企业为 15039 家，根据每个企业 10 名员工，每人年均产值 8 万元估计，

语言服务企业的产值能达到 120 亿元。⑨另根据网易和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在线语言教育行业研究报告

 （2015）》：2014 年中国在线语言教育的市场规模为 193.8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23.7%，预计几年后均按

照 20% 的速度增长。据当时估算，2017 年在线英语教育行业规模达 354.6 亿元。⑩可见语言产业对经济贡

献率较为可观。

从 2009−2018 年的十年间，语言服务产业总体保持持续增长，2016−2017 年的增长率为 5.53%，2017−
2018 年的增长率 7.99%。⑪语言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而且还可以促进关联产业的

发展。

前文指出，好的语言制度能够对减贫、脱贫具有正向效应。当前，中国主要的语言制度是推普为主

导，并尊重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该项制度有其重要的理论依据。费希曼−普尔假说（Fishman-
Pool hypothesis）通过实证和相关的理论分析，认为语言多样性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⑫这一假说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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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图（D. Nettle）等学者的证实。①徐现祥等认为，方言的多样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其他因素不变时,消除

方言多样性可使人均产出提高多达 30%。②由此看来，降低语言多样性，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市场

的统一和要素流动，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推广普通话和规范使用汉字对语言扶贫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以推普为主导，并不是要求语言的绝对统一，需要尊重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这也是中

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重要内容。黄少安认为，“不同人群说不同语言，肯定增加交易成本，对经济个体和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但是，不同文化的交融可能提升人力资本，也可能增加产业和就业−
语言培训和翻译行业等，又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③同时，开发利用语言多样性的资源对于少数民族的

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方小兵认为带有民族特色的餐馆可以增强城市的活力，满足多样化需求，以

方言为表征的文化产品可以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

55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有很强的吸引力，可以为少数民族带来语言红利。例如，大型云南原生

态歌舞集《云南映象》，从 2003 年首演至今，观看人数已超过 300 万人次，形成了云南旅游的特色文化品

牌。⑤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多个生态博物馆，形成了特色的民族景观，保护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生态，

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综上，我们用经验实证和数据说明了语言扶贫的可能性，通过习得多门语言，提高语言熟练度，构建

和发展语言产业、设计和优化良好的制度，均可以产生正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如身份认同、工资溢价、匹

配就业、经济发展等等，而这些经济社会效应本身就是减贫、脱贫的重要标志。

三、语言扶贫的实现路径

根据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以及相关的经验支持，我们提出语言扶贫的实现路径。总体来说，需要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依靠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力量，提高国民语言能力，实现永久脱贫。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考察普通话能力的影响因素，提高以普通话为基础的语言能力对贫困地区的发展贡献率。通用

语能力是重要的国民语言能力。中国长期贯彻推广普通话政策，业已取得了重要成绩，普及率已达 80%。

为充分发挥普通话推广在扶贫攻坚决战中的作用，针对普通话推广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正如前文逻辑，

习得年龄影响语言熟练度，语言熟练度影响工资收入和就业概率，因此推广普通话应该提高普通话的熟练

度，同时把年龄等影响因素考虑进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方言区较小年龄段开展普通话学习，提高普通话

的普及率和熟练度。第二，在方言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应该考察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距

离，提高推广普通话的效率。所谓语言距离指的是语种之间的差异。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可以通

过考试测评法追踪、测度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之间的语言距离，细致测度少数民族语言（听说读写）与

汉语言的距离，因材施教，提高推广普通话的效率。同时应该调查研究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语言态度问

题，及时调研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动机，总结推普中的问题。第三，培养熟练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等复

合型人才，在推普过程中可以精准施策，提高推普效率。另外，开发并利用语言软件、互联网技术（语言

网校等），依靠技术进步推普，促进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互译工作，降低汉语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方言

区的习得成本。

其次，面向市场需求，发展外语培训市场，开展语言职业教育。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外语能力尤其重要，因此以推普为主导，不能忽视外语能力的作用。面向市场需求，发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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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培训市场，开展语言职业教育，鼓励成人参加外语培训，提升个人的多语能力，增加匹配就业的概率。

此外，外贸企业应该针对员工进行出口国的语种培训，减少文化障碍，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实现。针对有

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普通话、民族语言和外语等多语教育，有助于少数民族“走出去”与“引进

来”，便于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服务，同时也促销了少数民族的各类文化等产品。

再次，开发、利用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并做好市场宣传推广。以推普为主导，还需要尊重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的多样性。少数民族语言除了具有信息价值外，还具有更丰富的文化价值。多渠道开发利用语言资

源，把少数民族语言产业同旅游产业、翻译产业结合起来，以少数民族语言标志的名胜、非物质文化遗

产、民歌等剧种等都可以用产业化的方式经营，同时少数民族语言产品可以译制成汉语和英语，进行多语

广告宣传，增强市场吸引力。另外，追踪统计少数民族语言产业的数据，测算产业对少数民族经济的贡献

度，为进一步开发少数民族资源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方法。总之，开发、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既能够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又可以保护、传承少数民族语言。

目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决胜全胜的关键阶段。扶贫的主要任务是脱贫，更重要的是脱贫不返贫。语言

扶贫有其内在逻辑和独特优势，是脱贫不返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尤其对少数民族贫困区和方言区

的减贫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调查少数民族贫困区的语言能力状况，提高以普通话为基础的语言能力，

盘活语言资源、依靠市场宣传与推广语言产品（语言服务）、发展特色的语言产业，建立语言扶贫的长效

机制，可以获取可观的语言红利，助力语言扶贫攻坚战。语言扶贫虽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可以永久脱

贫，是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要之举。

〔本文为国家语委优秀成果后期资助“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贸易的语言红利评估研究（HQ135-
31）”、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语言的经济学意义：制度、

产权与人力资本”（IFYT1703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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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Logic, Empirical Support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Languag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SU Jian

Abstract:   Languag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combined  with  supporting  the  will  and  wisdo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ts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are  mainly  reflected  as  follows.

Languag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its  inherent  theoretical  logic,  that  is,  the  language  is  human  capital,

institution  and  can  construct  industry.  The  three  attributes  are  a  comprehensive  system.  Languag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its  unique  advantages.  The  use  of  language  resources  can  produce  generate  scale,

synergy  and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create  green  and  low-carbon  GDP,  and  achieve  real  poverty

alleviation. Languag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gained more experience and empirical support. The ways to

languag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as follows.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pularizing Mandarin

Chinese and improv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Mandarin Chinese ability  to poor areas;  Pay attention to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age of the learners and linguistic distance between the minority language and Mandarin

Chinese; Develop and utilize the minority language resources, combine the minority language industry with

tourism industry  and translation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minority  language products (language service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Develop the foreign language training market and carry out languag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market demand.

Key words:  languag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human capital, institu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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