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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中国知网CSSCI源刊数据库为研究语料,运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工具,对2014年至

2023年国内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年发文量、作者群体及研究机构、高频关键词、关键词贡献等四个维

度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研究发现：政治文献翻译研究年发文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研究领域重要集

中在“翻译策略”“语料库”“中国形象”“翻译原则”等方面；未来注重跨域文化交流,引导译语读者

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核心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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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CiteSpace 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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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SSCI source journal database of CNKI as the research corpus and utilizes the 

CiteSpac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ool to conduct a thorough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author group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keyword contributions of 

domestic political literature translation research from 2014 to 2023.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translation research is showing a rapid growth trend,that the research areas are 

mainly focused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rpora," "China's image,"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other aspects 

and in the future political literature translation research will focus on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guiding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a's core political ideas and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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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献外宣翻译作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是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

事的重要途径。政治文献翻译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

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空白和不足之处。把中国领导人讲话

的核心理念——中国思想、中国方案等用外国人能听懂、能

听进去,且完成能理解的话语表达出来,对于推动国际社会读

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结合文献计量学的原理与CiteSpace软件的强

大功能,对政治文献翻译研究进行深入的文献计量分析。通过对

中国知网CSSCI源刊数据库的挖掘,将从年度发文量、作者群体、

研究机构、发文期刊、高频关键词、关键词共现等多个维度,

客观科学地呈现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现状和研究热点。通过可

视化的知识图谱展示,分析政治文献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

和演变过程,为研究者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视角,揭示政

治文献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方向,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总库(CNKI总库),以

“政治文献”“治国理政”作为主题词进行搜索,检索时间不受

限制,文献类型为学术期刊。为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采用了多种主题词进行检索,包括“政治文献”“治国理政”“政

府工作报告”“二十大”“十九大”“十八大”等,覆盖政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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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各个方面。在检索过程中,设置适当的筛选条件,对

检索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剔除与本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共筛

选出有效的CSSCI中文文献129篇(检索时间是2024年3月29日),

这些文献将作为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此外,为了更全面地分

析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过程,还对检索出的文

献进行详细的分类和整理。 

1.2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研究文献信息的数目关

系和分布模式,进而探索科学活动的某些特点和规律。为全面、

系统地分析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选择了

CiteSpace作为主要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CiteSpace不仅是一

个功能强大的Java应用程序,更是信息分析领域的一款领先的

信息可视化软件,有效地识别和可视化科学文献中的新兴趋势

和发展动态,为研究者提供直观、清晰的知识图谱。 

本研究使用CiteSpace 6.3.R6(64-bit)Basic软件版本,通

过对筛选出的CSSCI中文文献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绘制出一系

列可视化图谱,展示政治文献翻译研究领域的主要作者、研究机

构、发文期刊等分布情况,揭示高频关键词的共现关系以及研究

热点和前沿话题的演变过程。 

2 结果与分析 

2.1年发文量分析 

本研究对2014年至2023年期间国内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年

度发文量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以年份为划分依据,绘制国内政

治文献翻译研究的年发文量变化趋势图(见图1),直观地展现该

领域研究的发展动态。 

 

图1  国内政治文献翻译研究年度发文量(2014-2023) 

自2014年以来,该领域的发文量整体呈现出增长态势,尽管

期间略有波动。近10年合计发文量达105篇,表明政治文献翻译

研究正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018年和2023年的发文量

达到高点,分别为18篇和17篇,这两年的发文量合计占据了近10

年总发文量的33.4%,反映了政治文献翻译研究在学术界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 

与2014年之前的十多年相比,那时的发文量仅为24篇,凸显

了近年来政治文献翻译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学者们的积极投

入,表明学者们对于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也反

映出国家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视。 

2.2作者群体及研究机构分析 

自2001年以来,共有150位作者参与了与“政治文献翻译”

主题相关的文章发表,总计129篇。其中,部分论文的作者数量达

到了3位。这一数据表明,政治文献翻译研究已经吸引了众多学

者的关注,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研究群体,具体见表1。 

表1 国内政治文献翻译研究发文量前10位的作者及研究机构 

序号 发文量 年份 作者 研究机构

1 7 2017 胡开宝 上海外语国大学语料库研究院

2 4 2018 罗 莹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

3 3 2016 孙 宁 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

4 3 2011 周忠良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5 3 2010 武光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6 2 2013 杨全红 温州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7 2 2020 曾剑平 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8 2 2016 于 蔷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

9 2 2015 唐义均 北京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10 2 2020 祝朝伟 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院

 

前10位作者的平均发文量为3篇,其中胡开宝教授以7篇

发文量位居榜首。这些高产作者不仅在数量上有所贡献,更

在质量上为政治文献翻译研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和

观点。部分学者在多个年份均有发表与政治文献翻译相关的

论文,表明他们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持续性和深入性。这种

长期的关注和投入有助于推动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不断发

展和深化。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编译局以及各大高校的外国

语学院是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其

研究人员在政治文献翻译和解读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实

践经验；中央编译局承担着大量政治文献翻译任务,其研究人员

在翻译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各大高校的外国语学院

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研究基础,为政治文献翻译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学术支持。 

2.3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内容重要信息的体现,在某一时期频繁出现

的关键词可能是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特点或重点。通过对关键词

的解读,发现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和研究动态。本研

究利用CiteSpace软件,将节点类型(Node Types)设置为关键词

(Keywords),提取国内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关键词,依据出现频

次和中心性列出如下详细信息,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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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内政治文献翻译出现频次排名前10位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1 10 0.08 2013 英译

2 9 0.07 2008 政治文献

3 7 0.06 2010 翻译策略

4 6 0.07 2012 翻译

5 6 0.04 2014 语料库

6 5 0.02 2016 外宣翻译

7 4 0.06 2018 对外传播

8 3 0.01 2017 中国形象

9 3 0.02 2017 中央文献

10 3 0.06 2021 翻译原则

 

关键词“英译”以10次的频次位居首位,这表明政治文献翻

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着英文翻译的问题。“政治文献”频次

为9次,进一步强调了研究的主题范围。“翻译策略”和“翻译原

则”分别以7次和3次的频次出现,说明在政治文献翻译研究中,

翻译策略和原则的制定与实施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语料库”

作为一个出现频次为6次的关键词,揭示了政治文献翻译研究在

方法上的创新。“外宣翻译”“对外传播”“中国形象”等关键词

也频繁出现,表明政治文献翻译研究不仅关注文本本身的翻译问

题,还关注翻译在政治传播、国家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作用。 

2.4关键词贡献分析 

共词分析的基本原理是统计一组词在同一组文献中两两出

现的次数,并通过共现次数来衡量他们之间的亲疏关系。在剔除

主题词“政治文献”和“中央文献”后,国内政治文献翻译研究

的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英译”“翻译策略”“翻译”“语料库”

“外宣翻译”“对外传播”“中国形象”以及“翻译原则”。这些

高频关键词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翻译学类关键词和传播学类关

键词,它们共同展示了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研究全景。 

3 结语 

通过对国内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相关文献的可视化分析,得

到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从总体统计结果来看,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年发文量呈现

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表明该领域正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

视,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上海外语国大学语料库研究院等机构

以及胡开宝教授等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

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政治文献翻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支撑。 

从研究热点来看,国内政治文献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

策略”“语料库”“中国形象”“翻译原则”等领域。这些研究大

多侧重于对译本的对比,以探讨最佳译文；同时,也关注文本本

身的研究,凸显文本的语义。然而,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过

程,还应关注翻译策略背后的翻译规范。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深入

地探讨翻译策略与翻译规范之间的关系,以推动政治文献翻译

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从发展趋势来看,政治文献翻译研究正逐渐强调对外话语

体系建设、中国形象建构以及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等方面。

这意味着未来的研究将更加注重跨域文化交流,引导译语读者

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核心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因此,对文本未定

性的研究以及对读者接受度的考察将成为国内政治文献翻译研

究今后的前沿热点问题。 

综上所述,国内政治文献翻译研究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

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深入地探讨翻译

策略与翻译规范之间的关系,关注跨域文化交流,以推动政治文

献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的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做

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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