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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演进趋势*
——基于CNKI（2000-2020）的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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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业汉语人才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行业汉语人才培养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 。借助可

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5.7 对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创立以来收录的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相关研究论文进行文献

计量及知识图谱分析，能客观显示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 。从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的年代分布、

核心作者、发文机构、研究热点等多角度分析了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的基本现状、热点主题及其动态演进历程，

进而为行业汉语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 。未来行业汉语研究需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不断开展前瞻性探索。
关键词 行业汉语人才；专门用途汉语；汉语复合型人才；汉语国际化人才；汉语+

引言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参与五通建设的积极性不断上涨 。随着越
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国门，以五通人才为主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从早期的基
础设施、能源和商贸汉语人才的需求逐步发展到各行各业的应用型人才需求② 。尤其是随着“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在经贸和人文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加强，经济活动逐渐成为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重要方式，培养商务汉语人才也逐渐成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热点③ 。 因此，越来越多的
学者开始关注行业汉语人才培养领域的研究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对近 20 年行业汉语人
才培养研究的热点主题，及其发展趋势等进行分析 。希望本文不仅能为行业汉语领域的深入研究
提供参考，也能为行业院校汉语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一、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对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现状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样本数据选取 CNKI（Chi-

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 。具体操作步骤是：使用数据库中的高

级检索，依次分别输入主题词：专门用途汉语人才、汉语复合型人才、汉语国际化人才、汉语服务人

才、医学汉语人才、法律汉语人才、经贸汉语人才、商务汉语人才等，设置发文时间范围为 2000—

2020 年，进行模糊检索 。为保证数据可靠与有效，再次经过人工筛选，删除会议通知、征稿启事等

其他与研究不相关的文献，最终得到样本文献共有 78 篇（检索时间为 2021 年 1 月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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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科 研 基 金 资 助 项 目：基 于“ 一 带 一 路 ”能 源 合 作 中 文 融 合 型 人 才 培 养 数 据 库 建 设 研 究 ”（编 号：
2462020YJRC002）及“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国家汉语传播数据库建设及研究（编号：2462020YXZZ010）。
①.邢欣,宫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汉语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与发展[J].世界汉语教学,2020,34(01):3-12.
②.王赛君：多模态视域下来华留学生“三位一体”商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中外企业文化,2020(08):181-183.



行业汉语研究 2021 年第1 期

1.2 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 文 采 用 文 献 计 量 法 ， 借 助 美 国 德 雷 塞 尔 大 学 陈 超 美 教 授 开 发 的 知 识 网 络 分 析 工 具

CiteSpace①(5.7.R2 版本 )，通过软件可以根据需要分别选择作者、关键词、机构等为网络节点统计文

献词频并绘制出行业汉语人才培养领域整体发展状况的图谱，逐步探析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领

域的热点主题、演进趋势等。

二、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的现状

2.1 年代分布统计

通过绘制和分析某一特定领域相关研究文献数量的年代分布图，可总结归纳出行业汉语领域

的研究发展速度和趋势等信息 。根据 CiteSpace 的统计结果可绘制出 CNKI 数据库中行业汉语人才

培养研究相关论文的时间分布图（下图 1 所示）。

图 1：CNKI 数据库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论文年代分布图（2000—2020 年）

CNKI 数据库共收录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的相关文献 78 篇，研究成果的发文量呈上升趋势，
从发文数量和变化趋势上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00 年—2007 年，每年发文量均为 0 。第二阶段为 2008 年—2015 年（兴起阶段），
每年的发文量虽呈上升趋势，但也有波动，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 32.47% 。在这一阶段，学界开始关
注行业汉语（或“行业+汉语”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主要是因为从 2007 年开始增设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硕士培养点，2013 年我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 。第三阶段为 2016 年—2020 年（快
速增长阶段），每年发文量都维持在 5 篇以上 。在这一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
响应与支持，学者持续关注国际汉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特别是由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
往来进一步发展，因此关于商务汉语人才培养研究的成果最多。

2.2 发文期刊统计

通过统计发文期刊，可以对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成果的分布情况有所了解，以及部分期刊

的学术取向情况 。 经统计分析可知，58 种刊物发表了 72 篇学术论文，平均载文密度是每刊 1.24

篇 。按照期刊学术论文的载文数量以降序排列，可统计出发文量 2 篇以上的期刊（见表 1）。《海外

华文教育》的发文量最多，共发文 6 篇，占论文总量的 8.3% 。其次是《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共发表学术论文3篇，占比约为4.2%。《研究生教育研究》《现代教育科学》《大理大学学报》《文化创

①.ChenC.CiteSpaceⅡ:Detectingandvisualizingemergingtrendsandtransientpatternsinscientificliterature［J].Journal

oftheAmericanSocietyfor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2006，57(3):35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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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比较研究》发文量均为 2 篇，占比约为 2.78%。

表 1: 2000—2020 年 CNKI 中行业汉语人才培养文献主要来源期刊分布（前 6 名）

序号 期刊 发文量（篇）

1 海外华文教育 6

2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3

3 研究生教育研究 2

4 现代教育科学 2

5 大理大学学报 2

6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

7 中国语文 1

8 世界汉语教学 1

9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10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11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通过分析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领域论文发表的刊物较为分散，其
中以教育类期刊居多。例如，《研究生教育研究》《现代教育科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
《继续教育研究》等；二是高级别核心刊物开始关注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领域 。 例如，《中国语
文》《世界汉语教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云南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

2.3 核心作者统计

核心作者可以引领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趋势起决

定性作用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 77 篇文献作者进行分析，得到 N=123，即共有 123 位作者 。但分

析发现此领域并未形成系统的“核心作者群”。

表 1：2000—2020 年 CNKI 中行业汉语人才培养主要作者分布（前 6 名）

排序 作者 发文量（篇） 单位

1 邢欣 3 中国传媒大学

2 伊继东 2 云南师范大学

2 郭旭 2 厦门大学

2 刘家思 2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2 代丽丽 2 华北科技学院

2 常琳 2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在文献计量学中，普赖斯定律系统说明了核心作者最低的发文数量是最高产作者发文数量的
平方根的 0.749 倍，即 M=0.749(Nmax)1/2①，通过对 77 篇文献作者进行统计，发现截至 2020 年年底，
邢欣（中国传媒大学）是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的学者，其在 20 年间共发表 3 篇文
献 。我们将数值 3 代入普赖斯定律公式中，得到结果为 1.30，选取 2 作为参考依据，即发文量大于
或等于 2 篇的作者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 。根据 CiteSpace 统计结果，满足该发文数量的作者仅有 6

① .邱均平：文献计量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18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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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别是邢欣 3 篇，伊继东、郭旭、刘家思、代丽丽、常琳等均为 2 篇，占 123 位作者总量的 4.88% ，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排名前六的作者每人的发文量并不多，并且通过图 2 可以看到每个作者之间

的连线不仅少而且细，说明作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待加强，可见目前对于行业汉语领域研

究并没有出现专门的研究团队进行深入探讨分析，此领域“核心作者群”并未形成。

图 2：2000 年-2020 年 CNKI 数据库中行业汉语人才培养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2.4 发文机构统计

高产机构指的是学术成果的主要生产者，其在所对应的学科或（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领域
内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力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 CNKI 数据库中行业汉语领域研究的发文机构进
行统计，可以发现涉及该领域研究的发文机构有 74 个，其中包括一些一级单位的下属二级单位。
排名前两位的一级单位有六家，共发表学术论文为 23 篇，占总发文量的 29.87%（详见表 2）。其余
机构发表学术论文数量为 1 至 2 篇，数量较少，主要涉及旅游、农林、师范、医学、商贸、科技、综合等
不同性质的机构。

表 2：2000 年-2020 年 CNKI 数据库中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的发文机构

排序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占比(%)

1 厦门大学 8 10.39

2 云南师范大学 3 3.90

2 中国传媒大学 3 3.90

2 湖南师范大学 3 3.90

2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3 3.90

2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3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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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行业汉语人才培养发文机构合作的知识图谱，可直观看出各机构发表相关研究成果
的数量，以及各机构之间存在怎样的合作关系 。 知识图谱中呈现机构名称的字号越大，表示该机
构发表学术研究成果数量越多 。 知识图谱显示发文主要集中在厦门大学，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师范大学等次之 。 知识图谱中显示机构与机构之间有连线，表示各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
反之不存在合作关系 。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与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北京华文学院
培训部这三个机构之间有明显的的连线，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军事经济学院之间也有连线，
这说明这些单位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其余各机构之间合作关系并不明显，说明在这一领域机构
之间的合作较为欠缺。

图 3：2000 年-2020 年 CNKI 数据库中行业汉语人才培养发文机构合作知识图谱

三、研究热点分析

从知识理论可知，高频次和高中介中心性的关键词，最能反映出学者们在某一时间段内共同
关注的热点问题 。借助 CiteSpace 软件的关键词聚类功能，依次将时间切片设为 1 年，节点类型选
择为关键词，便可得出高频词和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词表和图谱。

3.1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的热点主题

与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相关的关键词有 186 个，这些关键词是该领域研究的主题 。关键词词频

的高低与该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方向的热度成正比①，同时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越高，表明该研究

主题越处于整个研究的中心，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支配作用② 。依据关键词的频次和中介中心性

排序，筛选出排序前 20 的关键词，详见表 3。

① .赵俊芳,安泽会：我国大学学术权力研究热点及知识可视化图谱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 2014,12(05):77-83.
② .尹春丽：科学学知识图谱.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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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00-2020 年 CNKI 中行业汉语人才培养高频词和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表

排序
频次排序 中介中心性排序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中介中心性

1 “ 一 带 一 路 ” 21 人才培养 0.41
2 人才培养 17 “ 一 带 一 路 ” 0.40
3 汉语国际教育 12 汉语国际教育 0.17
4 培养模式 8 培养模式 0.17
5 人才培养模式 7 国际化人才 0.16
6 对外汉语 4 对外汉语 0.12
7 东南亚 3 东南亚 0.11
8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3 人才培养模式 0.08
9 汉语 3 零起点 0.07
10 工业汉语 3 医学教育 0.06
11 大数据 3 “一带一路”战略 0.04
12 对外汉语专业 3 汉语教学 0.04
13 “ 汉语+” 3 丝绸之路经济带 0.04
14 “一带一路”倡议 3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0.02
15 留学生 3 汉语 0.02
16 国际化人才 2 工业汉语 0 02

17 零起点 2 复合型 0 02
18 医学教育 2 复合型汉语人才 0.02
19 “一带一路”战略 2 大数据 0.01
20 汉语教学 2 对外汉语专业 0.01

在关键词表中“一带一路”的频次最高，频次为 21 。除此之外，出现频次较高的还有“汉语国际

教育”、“人才培养”、“培养模式”等关键词。关键词“人才培养”（中介中心性为0.41）的中介中心性

排序最高，次之是“一带一路”“汉语国际教育”“培养模式”等，我们采用关键词聚类方式可绘制行

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知识图谱中的关键词字号越大，表明其被学界关注或使用

的频次越高（详见图 4）。

图 4：2000-2020 年 CNKI数据库中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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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关键词的频次和中介中心性发现，二者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所有关键词分别按照频
次、中介中心性排序可知，关键词“一带一路”位列第一位，“人才培养”位列第二位，这说明“人才培
养”和“一带一路”是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

本文筛选出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领域中频次和中介中心性高的关键词，通过对每个主题下
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对近 20年来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
进行分析。

3.1.1 聚焦区域化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

通过“东南亚”“工业汉语”“医学教育”等关键词可知，在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领域中，主要
关注某一地区或者行业的汉语人才培养研究，通过问卷、访谈和实地调研等方式提出有针对性的
人才培养模式 。例如，邓晨佑等针对东南亚国家的人才培养进行研究①；余可华等研究了国际石油
工程师的培养模式 ；② 柯雯靖等对“独联体七国”的人才需求、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③；郭旭等探
析中国和西亚北非地区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④ 。 除此之外，学者们通过对商务汉语人才、军事汉语
人才、科技汉语人才等某一领域汉语教师的需求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并以
期为整个行业汉语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3.1.2 聚焦“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化行业汉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世界范围内对行业
汉语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到了能源、经贸、交通等多领域，在多元文化交
流和全球治理新格局的背景下，急需既擅长语言又通晓国情、掌握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数据
显示，“汉语国际教育”“一带一路”“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等关键词都具有较高的频次和中介
中心性，通过分析图4的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可知，“汉语国际教育”“一带一路”和“培养模式”之间的
连线较粗，说明这三者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

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如李雪松提出构建"一带一路"背
景下汉教专业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包括增设复合型课程内容、构建复合型实训体系、运
用复合式培养方法、加强复合型师资力量建设等）⑤ 。穆正礼等提出高端政策型、复合应用型、基础
实用型等三个不同层级的立体人才培养模式⑥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离不开国际汉语人才的支撑，
只有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国际语言互通人才，才能不断深化与沿线国家间的交流与合
作⑦ 。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致力于高校教育服务“一带一路”行业汉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研
究 。在行业汉语人才培养方面，应加强国际化汉语人才培养，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层次结
构，平衡人才区域分布密度，特别是培养紧缺的高端国际化复合型汉语人才，这样才能在讲好中国

① .邓晨佑,王世圆,李丽容,阮文清：“一带一路”视角下东南亚职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J].海外华文教育,2017(12):
1589-1607.

② .余可华,蔡武,夏江义：“一带一路”大数据视野下国际石油工程师培养模式研究报告——以中亚五国、东亚蒙古为
例[J].海外华文教育,2017(11):1445-1460.
③ .柯雯靖,周雅琪：“一带一路”环境下中国与独联体七国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研究[J].海外华文教育,2017(10):1311-
1328.

④ .郭旭, 陶陶,黄丽君：大数据视野下西亚北非与中国经贸合作人才需求与培养模式分析[J].海外华文教育，2017
（08）：1013-1036.
⑤.李雪松：“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J].西部素质教育,2019,5(16):166-167+171.
⑥ .穆正礼,罗红玲,蓝玉茜,魏珮玲：“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人才需求及人才培养模式——基于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
大数据的分析报告[J].海外华文教育,2017(07):869-892.
⑦ .于小雨：基于“一带一路”背景的语言文化外交——以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项目为例[J].宁夏社会科学,2020
(02):20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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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同时，更满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汉语人才的需求① 。
3.2 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前沿趋势分析

使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出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关键词的时间线图谱（详见图 5），以揭示研
究前沿的发展趋势 。时间线图谱（图 5）中的每个加号代表一个关键词，横轴为时间轴，关键词所在
的位置表示其首次出现的年份 。 图谱中呈现的关键词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研究热点受国际环境
的影响 。 在 2013 年以前，学者们大都是从宏观层面探究语言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在 2013 年之
后，学者们将研究热点转为“汉语+”“+汉语”“汉语+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领域，逐步从培养目标、培
养需求、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精准化多层次的研究 。 正如范晓玲和方芳在研究中提到，经济全球
化加快了汉语国际化发展以及国际社会对行业汉语人才的需求，也加快了对多学科、多语言和多
元化复合型汉语人才的需求② 。 这说明，未来的研究趋势必将继续结合国内外环境，聚焦于“一带
一路”背景下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的跨学科研究。

图 5：2000-2020 年 CNKI 数据库中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关键词的时间线图谱

使用 CiteSpace 软件，以 CNKI文献数据库中的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文献的关键词为节点类

型，即一年为一个阶段，可绘制出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的突变词列表（见图 6）。

① .邢欣,李琰,郭安：“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汉语国际化人才培养探讨[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6(01):22-28.
② .范晓玲,方芳：中亚经贸国际汉语复合型人才需求与思考[J].新疆社会科学, 2011(04):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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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00-2020 年 CNKI 数据库中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的突变词列表

借助 CiteSpace 的突变词探测功能可探测出近二十年来行业汉语人才培养人才培养研究领域
内的突变词 。 突变值越高，则说明该段时间内此项内容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学术前沿领域 。 突变
词列表（图 6）中有 13 个突变词，清楚地展示了这些突变词的出现时间、年代分布及突变强度等。
据此，我们将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前沿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对应的不同主题。

第一阶段是2008—2012年，“东南亚”“汉语教师”“对外汉语专业”“汉语教学”等主题是研究热
点 。这些研究热点均与这一时期发生的国家大事相关 。例如，2008 年举办的首届中国―东盟教育
交流周，2008 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2010 年上海主办的世博会等，这从全方位展现了中国魅力，不
断吸引大批留学生来华留学。

第二阶段是 2013—2015 年，此期间突变值高的突变词为“培养模式”。这是因为党的十八大报
告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在此背景下，国内
外各行各业的汉语人才需求猛增，学界开始深入研究语言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希冀提出有针对
性的建议。“五通”建设，语言铺路，有助于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教育、文化、经贸等多方
面的交流与合作 。 为了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培养高端国际化复合型汉语人才仍是研究热
点主题。

第三阶段 2016—2018 年，“一带一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突变强度最高 。中国教育部发布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2016 年 7 月）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 沿线国家的学生不仅来华留学的渠道增多，而且受资助方式的方式增多，有

关人才培养的研究也就成了关注的热点 。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需求为导向，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的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仍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

四、结语

本文通过科学计量可视化工具 CiteSpace，对 2000-2020 年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成果的基本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

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_274679.html,201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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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等进行了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 。研究发现，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主
要集中在近 13 年 。相关研究在进入新世纪的前 8 年没有任何发展，直到 2008 年才出现本世纪第一
篇相关文献 。 随着时代的进步，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经历了聚焦行业汉语人才培养个案研究、
结合国家发展战略的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研究、聚焦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的精准化研究等发展阶段，
目前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 。结合突变词表可以发现不断有新的研究热点出现，说明该领域的
研究与时俱进。

通过对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的核心作者和发文机构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核

心作者群”和“机构群”，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系统，学者的研究大都比较分
散，彼此之间的合作很少 。 未来的研究趋势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结合国内外环境，学者们应主
动提升合作，才能促进行业汉语人才培养领域研究的高效快速发展 。 第二，精准化多层次的研
究 。这要深化“汉语+行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虽然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已经出现了商务汉语人
才、医学汉语人才、旅游汉语人才等复合型人才，但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仍不够深入 。学者们应对
某一具体行业开展精准化研究，包括研究目标、培养需求、实践教学等内容，可为该行业汉语人才
培养提供专门性、有针对性的建议 。第三，跨学科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新格局下，“汉
语+专业或专业+语言”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范式要求重点培养“一专多能”和“一精多会”的汉语人
才 。行业汉语人才培养不能是简单的个体加法，而是跨学科、跨专业深度复合（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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