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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形成的经济律——FEL 公式* 
冯志伟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  100010） 

 

摘要：本文分析了单词型术语和词组型术语在术语数据库 GLOT-C 中分布，试图从理论

上解释为什么在术语系统中词组型术语占大多数的这个重要的术语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术语形成的经济律”，并且用ＦＥＬ公式来描述这个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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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新的科学概念层出不穷，人们不可能给每一

个新出现的概念都用一个新的单词来命名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采用由原有的

单词组合起来构成词组来表示新的概念，这样，就会形成许多以词组为形式的术

语，它们叫做词组型术语（phrase-term）。从目前发展的趋势来看，词组型术

语越来越多，在整个术语系统中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这几乎成了现代术语发展的

一个规律。当然，单词型术语（word-term）仍然是术语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术语系统，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单词只不过

是术语的构成材料(它既是词组型术语的构成材料，也是单词型术语的构成材



料)，而术语(包括词组型术语和单词型术语)则是由这些构成材料形成的产品。

因此，可以说，一切术语都是由单词构成的。在我们设计的数据处理中文术语数

据库 GLOT－C 术语数据库中的 1 510 条单词型术语和词组型术语，都是由 858

个不同的单词构成的。这 858 个单词，与 1 510 条术语的数量比较起来，只是一

个较少的数目。这种由少量的单词构成大量术语的语言现象，反映了语言使用中

的经济原则，我们把它叫做“术语形成的经济律”（economic law of term 

formation）。 

  早在十九世纪初年，德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和人文学者洪堡德(Von Humboldt，

1767－1835)就观察到“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但是，由于当时尚未找

到能够证实这种论断的技术工具和方法，这种论断只是停留在科学假设阶段。 

究竟如何来理解“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 这个科学假设呢?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 － ）认为： 
 
“一个人的语言知识是以某种方式体现在人脑这个有限的机体之中的，因此

语言知识就是一个由某种规则和原则构成的有限系统。但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却能

讲出并理解他从未听到过的句子以及和我们听到的不十分相似的句子。而且，这

种能力是无限的。如果不受时间和注意力的限制，那么由一个人所获得的知识系

统规定了特定形式、结构和意义的句子的数目也将是无限的。不难看到这种能力

在正常的人类生活中得到自由的运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和理解的句子范

围是极大的，无论就其实际情况而言还是为了理论描写上的需要，我们完全有理

由认为人们使用和理解的句子范围都是无限的。”[1]  
 
乔姆斯基以“句子”的使用和理解为例进一步说明了“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

限运用”这一科学假设。 

如果我们把乔姆斯基这段话中的“句子”改为“术语”，可以类推地得到如

下的假设： 

 
“一个人的语言知识是以某种方式体现在人脑这个有限的机体之中的，因此

语言知识就是一个由某种规则和原则构成的有限系统。但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却能

讲出并理解他从未听到过的术语以及和我们听到的不十分相似的术语。而且，这

种能力是无限的。如果不受时间和注意力的限制，那么由一个人所获得的知识系

统规定了特定形式、结构和意义的术语的数目也将是无限的。不难看到这种能力

在正常的人类生活中得到自由的运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和理解的术语范

围是极大的，无论就其实际情况而言还是为了理论描写上的需要，我们完全有理

由认为人们使用和理解的术语范围都是无限的。” 
 

通过这样的类推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这个科学假

设也可以应用到术语学中，我们不妨把这个科学假设称为“术语生成性假设”

（hypothesis on term generation）。 



根据“术语生成性假设”，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三个命题： 

命题 1：任何一个会说话的人在他的知识范围内都有能力猜测或理解他从未

听到的术语，从而认识有关的科学概念； 

命题 2：任何一个会说话的人在他的知识范围内都有能力创造或说出他从未

听到的术语，从而表达有关的科学概念； 

命题 3：任何一个会说话的人在他的知识范围内都有能力在少量的单词型术

语的基础上创造出大量的词组型术语，从而使得在一个术语系统中，词组型术语

的数量大大地超过单词型术语的数量。 

命题 1和命题 2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可以由“术语生成性假设”直接推导出

来，而命题 3则不十分明显，需要我们通过科学实验和数学计算来加以检验。 

命题 3 在术语学中究竟是否存在呢？这是本文需要通过科学实验和数学计算

来检验的内容。 

今天，我们有了电子计算机这个有力的技术工具，通过科学实验和数学计算

来检验命题 3这个大胆的科学假设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的实验数据充分地说明，本文提出的“术语形成的经济律”验证了命题

3。因此，“术语形成的经济律”正是洪堡德的“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

这一假设的一个科学实例。术语系统中单词型术语的数目是有限的，而由单词型

术语构成的词组型术语的数目却是无限的。由少量的、有限的单词构成大量的、

无限的术语，这正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这一假设在术语学中的具体表现。

可见，“术语形成的经济律”是一个有着深刻的语言学和哲学背景的普遍性规

律。 

  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术语形成的经济律的三个基本概念：术语系统的经济

指数、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和术语的平均长度。并且提出“FEL 公式”来描述这

三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 

一  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 

  为了说明什么是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以及术语系统的经济规律，需要先定义

如下的初始概念： 

  1.系统的术语数：在一个术语系统中，不同的术语的总数，也就是术语系统

的容量。系统的术语数用 T表示，它的单位是“条”。 

  2.单词的绝对频率：在术语系统中，某一个词的出现次数(或使用次数)。词

的绝对频率用α表示，它的单位是“次”。 

  3.不同单词数：具有同一频率的不同单词的数目。不同单词数用ν表示，

它的单位是“词”。 



  4.不同单词的总数：在术语系统中，具有不同绝对频率的不同单词的总数。

不同单词总数用 W表示，它的单位是“词”。不同单词总数的计算公式是： 

        W=Σν 

  5.运行单词数：具有同一绝对频度的不同单词ν和它的绝对频度α的乘积。

运行单词数用ρ表示，它的单位是“词次”。运行单词数的计算公式是： 

       ρ=αν 

  6、运行单词总数：具有不同绝对频率的运行单词的总数。运行单词总数用

R表示，它的单位是“词次”。运行单词总数的计算公式是： 

        R=Σρ=Σαν 

  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就是系统的术语数 T被不同单词总数 W来除所得的商。

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用 E来表示。这样，我们有如下公式： 

        E=T/W……………………………………………………(1) 

    E 的单位是“条/词”，读为“每词多少条”。 

    在大多数术语系统中，E>1。如果 E≤1，则说明术语系统设计的经济效应不

高。例如，在术语系统 GLOT－C 中，T=1510，W=858，则该系统的经济指数 E为： 

         E=T/W=1510/858=1.76 

  这说明，当术语系统有 1 510 条术语时，每个单词平均可构成 1.76 条术语。

可见，这个术语系统具有较高的经济效应，也就是说，在该系统中，每个单词构

成的术语条数较多。 

  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的高低，受到系统中术语数的强烈影响。随着系统的术

语数的增加，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也逐渐升高，在我们设计的“数据处理中文术

语数据库”GLOT－C 中，当系统的术语数为 500 条，不同单词数为 342 个词时，

其经济指数为 1.46；当系统的术语数增加到 1 000 条，不同单词数增加到 588

个词时，其经济指数也增加到 1.70；当系统的术语数进一步增加到 1 510 条，

不同单词数进一步增加到 858 个词时，其经济指数也进一步增加到 1.76。如下

表所示： 



 

这种情况，可图示如下： 

 

  在一定的学科领域内，如果具有大量术语条目的术语系统具有较高的经济指

数，那么，这个系统必定具有大量的由少数基本单词构成的词组型术语，而这些 

词组型术语构成了该术语系统的主要部分。 

 

二  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 

在术语系统中，每个单词的绝对频率并不是一样的。有的单词经常使用，叫

做高频词，有的单词不常使用，叫做低频词。随着术语条目的增加，高频词的数

目一般来说也相应地增加，而新词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时，尽管术语的条

数还继续增加，不同单词总数增加的速率却越来越小，而高频词则反复地出现。

在术语数 T与不同单词总数 W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函数关系： 

              W=φ(T) 

  这种函数关系可粗略地用下图表示： 



          

  术语系统的高频词越多，则由这些高频词构成的术语也越多。单词构成术语 

的这种能力，叫做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 

  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就是在一个术语系统中运行单词的总数 R 被不同单词

数 W来除所得商。单词的术语构成频度用 F表示。这样，我们有下面的公式： 

          F=R/W…………………………………………………(2) 

  F 的单位是“次”。事实上，因为 R的单位是“词次”，W的单位是“词”，

所以 F的单位就是“词次/词”，它恰恰等于“次”。 

  F 的值不能小于 1，即 F≥1。对于同一个术语系统来说，单词的术语构成频

率 F不能小于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 E，即 E≤F，因为我们总是有 T≤R。 

  在 GLOT－C 中，1 510 条术语的运行单词总数为 3 216 个，而构成这 1 510

条术语的不同单词总数为 858 个，即 R=3216，W=858。这样，我们有： 

          F=R/W=3216/858=3.75 

  这说明，当 GLOT－C 系统的术语数为 1 510 条时，其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为

3.75，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单词可以出现 375 次。因此，这个值也可以代表这些

单词构成术语的平均频率。 

  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也受到术语系统中术语数的影响。在 GLOT－C 术语数据

库中，当术语数为 500 条时(T=500)，单词的频率表如下： 

 



此时，W=Σν=342。并且，R=Σρ=987。因此，F=R/W=987/342=2.89。 

  当系统中的术语数为 1 000 条(T=1000)时，单词的频率表如下： 

 

此时，W=Σν=588。并且，R=Σρ=2072。因此，F=R/W=2072/588=3.52 

  当系统的术语数为 1 510 条(T=1510)时，单词的频率表如下： 

 

此时，W=Σν=858。并且，R=Σρ=3 216。因此，F=R/W=3216/858=3.75。 

  我们可得到如下的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系统中术语数的增加，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也相应地 



增加。图示如下： 

 

  在上图中，虚线表示系统的经济指数 E的变化情况，实线表示单词的术语构

成频率 F的变化情况。如果术语数 T相同，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 F的值不小于系

统的经济指数 E的值，即 F≥E。仅当术语数 T=1，系统中只有一个单词时，F等 

于 E，在其它场合，F永远大于 E。 

  从上面三个频率表中还可看出，随着单词绝对频率 α 的增加，具有同一绝

对频率的不同的单词的数目ν相应地减小，这种关系可用下图来描述； 

 

  这说明，在一个术语系统中，高频词只占了不同单词总数的一小部分，而它

们却能构成大量的术语。例如，在“数据处理中文术语数据库 GLOT－C 中当术语

数 T为 1 510 条时，绝对频率大于 10 的高频词只有 62 个，而它们的出现次数却

是 1 342 词次。由这些高频词构成的运行词总数占了全部的运行词总数的 41 4%。

术语系统中的高频词越多，则该系统中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也就越高。 

三、术语的平均长度 

包含在术语中的单词数，叫做术语的长度。在一个术语系统中，术语的最小

长度为 1。单词型术语的长度永远等于 1，每个单词型术语只能包含一个单词。



例如，“程序”这个单词型术语的长度为 1。词组型术语的长度永远大于 1。例

如，“程序/设计”这个词组型术语的长度为 2，“数字/字符/子集”这个词组

型术语的长度为 3，“条件/控制/转移/指令”这个词组型术语的长度为 4，“平

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这个词组型术语的长度为 5，等等。从术语经济原则的

观点看来，术语的长度太长，不便于使用和记忆，因而，我们有必要研究术语的

长度问题。 

  从术语系统的整体来看，还应该研究术语的平均长度。在一个术语系统中，

术语的平均长度就是运行单词总数 R被术语数 T来除所得的商。术语的平均长度

用 L表示。计算公式为： 

         L=R/T 

  L 的单位是“词次/条”，读为“每条多少词次”。 

  L 的值永远不小于 1，即 L≥1。在每一个术语都只由一个单词构成的术语系

统中，L=1，在其它场合，L>1。 

  在 “数据处理中文术语数据库”GLOT－C 中，R=3 216，T=1 510，所以，

该系统的术语平均长度为： 

          L=R/T=3216/1510=2.130 

  这意味着，在 GLOT－C 中，当术语数等于 1510 条时，平均每条术语由 2 130

个单词构成，即每条术语中含有 2.130 词次。 

  随着术语系统中术语数的增加，术语的平均长度也有增加的趋势。在 GLOT

－C 系统中，当术语数为 500 条时，术语的平均长度为 1.974 词次/条；当术语

数为 1000 条时，术语得平均长度为 2.072 词次/条；当术语数为 1510 条时，术

语的平均长度为 2.130 词次/条。当然，术语的平均长度不能太长，每个术语系

统都能在其运行过程中，不断地把术语的平均长度调节到最佳值。在这个调节的

过程中，某些太长的术语被淘汰了，某些较短的术语变长了，这样，术语的平均

长度就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四、术语构成的经济律——FEL 公式 

  前面我们讨论了术语构成的三个主要概念：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 E、单词的

术语构成频率 F和术语的平均长度 L。现在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



系。仔细观察 GLOT－C 术语数据库的实验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术语系统的经济

指数 E与术语的平均长度 L的乘积与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之值是近似地相等的。 

  实验数据如下： 

 

  当 T=500 时，我们有 E×L=2.88304，而这时 F=2.89；当 T=1 000 时，我们

有 E×L=3.52140，而这时 F=3.52；当 T=1 510 时，我们有 E×L=3.74880，而这 

时 F=3.75。可以看出，E×L之值与 F之值几乎是相等的。 

  根据这些实验数据，我们可以在 E、F和 L之间建立如下的数学关系： 

或者              E×L=F 

                         F=EL 

         事实上，由于 

                         E=T/W     (1) 

         以及 

                         F=R/ W    (2) 

         (2)÷(1)得到 

                                          F/E=R/T    (3) 

         根据术语平均长度的定义，我们有 

                                           L=R/T     (4) 

         比较(3)与(4)，可以得到： 

                         F/E=L 

         因此，可有 

                         F=EL 

  这就是上面的 FEL 公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一个术语系统中，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 E与术

语的平均长度 L的乘积恰恰等于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 F之值。我们把这个规律，



叫做“术语形成的经济律”。 

  从 FEL 公式，我们还可得到如下的推论： 

  1、在一个术语系统中，当术语的平均长度 L一定时，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

F与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 E成正比。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越高，单词的术语构成

频率也越高。这时，FEL 公式变为： 

         F=k1E（k1是一个常数） 

  这说明，为了提高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应该增加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使

得每个单词能构成更多的术语。 

  2、在一个术语系统中，当系统的经济指数 E一定时，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

F与术语的平均长度 L成正比。术语的平均长度越长，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越高。

这时，FEL 公式变为： 

         F=k2L（k2是一个常数） 

  这说明，为了提高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必须增加术语的平均长度，因为系

统的经济指数是一定的，每个单词只能被包含到有限数目的术语之中，所以，只

有增加术语的平均长度。 

  3、在一个术语系统中，当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 F一定时，系统的经济指数

E与术语的平均长度 L成反比。系统的经济指数的增加将会引起术语平均长度的

缩小，而系统的经济指数的减少将会引起术语平均长度的增长。这时，FEL 公式

变为： 

         EL=k3（k3是一个常数） 

  这说明，在不改变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的条件下，如果我们想提高术语系统

的经济指数使得每个单词能够构成更多的术语，那么，我们只好从原有的术语中，

抽出一些单词来构成新的术语，这样，术语的平均长度就缩短了。因为在这种情

况下，运行单词总数是不变的，我们必须从原有的术语中，一般是从较长的术语

中，抽出一部分单词来造成新的术语，而这将引起术语数目的增加。其结果，术

语系统的某些术语中所包含的单词数可能会减少，而新术语的长度不可能太长，

因而系统中术语的平均长度就缩短了。 

  由此可见，FEL 公式反映了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以及

术语的平均长度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个公式是支配着术语的形



成和变化的一个经济规律。 

  从 FEL 公式，我们可得到： 

           E=F/L 

  由此我们可知，提高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的方法有两个： 

  1、在不改变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的条件下，缩短术语的平均长度； 

  2、在不改变术语的平均长度的条件下，提高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 

  一般地说，在一个术语系统中，最好不要过大的改变术语的平均长度。术语

的平均长度改变过大，往往会使术语系统改变到人们难以辨认的程度。由于这个

原因，我们最好不要使用缩短术语平均长度的方法来提高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

看来，提高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的最好方法，还是在尽量不过大地改变术语的平

均长度的前提下，增加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这样，在术语形成的过程中，将会

产生大量的词组型术语，使得词组型术语的数量大大地超过单词型术语的数量，

而成为术语系统中的大多数。在我们设计的“数据处理中文术语数据库”GLOT

－C 中，词组型术语占了 75.17%。这个事实，正是术语形成经济律作用的结果。

而术语形成的经济律又是洪堡德提出的“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这一普

遍假设在现代术语学中的实际体现和科学证明。 

 

* 本文原文为英文，22 年前发表于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4，1988）。本刊发表前，经

作者翻译成中文并做了一些修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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