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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

周庆生教授
ZHOU 03ng—sheng

周庆生教授，男，汉族，1952年4B出生，安徽省天长市
人。1975年入郑州大学中文系学习，1977年毕业留在该系教授
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1982年赴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语言
学。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专攻少数民
族语言专业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1988年获该院文学硕士学
位。

1988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2003年改为民族学
与人类学)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研
究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1年，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加拿大拉瓦尔大学设立的“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合作
研究“世界语言构成(中国卷)”一年。2001年，获“加拿大专项研究奖学金”(SACS)资助，
在加拿大l 1所大学，考察研究“加拿大官方双语制”问题。2003年，赴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合作
研究双语教育问题：2007年和2011年，两赴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研究“语言规划理论与实践”。
2013年至2016年，先后4次赴吉尔吉斯斯坦，调查“东干人语言适应和语言传承”。

曾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02年一2014年)、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
(2004年一2008年)、《中国社会语言学》杂志主编(2004年一2008年，201 1年一2015年)，北京
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专家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一2012年)、 “中亚汉语国际教

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2012年一2016年)。现任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家语言文字
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政法
大学“语言与证据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语言与翻译》杂志编委。

主要研究语言状况、语言与文化、双语教育、语言传播、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等领域，主攻
社会语言学及语言人类学。

表作《语言与人类》《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其他著作及主编、合编论著有《
况报告》(8部，2015年一2013年)《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语言冲突研究》
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世界民族。种族

与法律研究的新视野》《Language Change and Ecology》(语言变化与生态环境)
学百年文选》《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人类语言学在中国：中国首届人类语言
集》《语言与法律研究的新视野》等20部，中英文学术论文120余篇二

p国
《国
亏语
《中
#学

主持过的科研项目有：国家语委科研重点项目“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连续8年，2005年一
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1996年一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 “语言接触研究”(2004年一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I习
情调研项目“挑战与对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作”(2008年-2009年)，国家
语委“十五”科研项目“2008jL京奥运会语言环境建设研究报告”(2005年-2007年)，新疆自治
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重点招标课题“吉尔吉斯斯坦东
干族语言生活调查” (2013年一2016年)，中国社科院民族所重点项目“傣语亲属称谓制”
(2001年一2004年)。

20(17年8月16日，教育部举行中国语言
生活状况报告(2f)f)6)新闻发布会，该报告上
长主编周庆生出席发布会 (新华网)

2()12#-5fl 18日，在新疆自治区普通高
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一新疆少数民族
垃语教育研究中G启动仪式上，周庆生教授
受聘为该中。学术委员会主任．牛汝极副校
长为周庆生教授颁发学术委员会主任聘书，、

21317年5月19日新疆师范大学薛徽副校
长为周庆生研究员颁发了“昆仑名师讲
坛”纪念牌，

代状与言类论术活族语人会学生民《言讨言、》语研语家言国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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