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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国家翻译实践理论研究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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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发文年度、文献来源、主要主题、基金项目和学科等五个方面分析国家翻译实践理
论的发展脉络。经整理分析发现，翻译学者对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不仅仅是满足于对理论的研究，而是呈现出跨学科乃至超学科
研究的趋势，并逐步向建构国家翻译学学科方向发展，该态势的发展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学科乃至对外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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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翻译实践”是 2012 年由中国海洋大
学任东升教授提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理
论，用中国翻译理论阐释中国翻译实践，用中国
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有助于加快构建中国对外话
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

文献计量学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
研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等的计量方法，研
究文献情报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和
定量管理，并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某些结构、特
征和规律的一门学科。[1] 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国
家翻译实践的发展历程，可以客观地反映国家翻
译实践理论的发展态势。

自提出以来，国家翻译实践历经十多年的发
展，已取得较丰富的成果。本文依托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检索时间从 2013 年 1 月 1 日
起至 2024 年 4 月 12 日止，通过“主题”检索“国
家翻译实践”，共检索到 481 篇（学术期刊 126 篇，
学位论文 319 篇，会议论文 4 篇，图书 7 本，学
术辑刊 22 篇，特色期刊 3 篇），而通过“关键词”
检索“国家翻译实践”，共检索到 125 篇（学术
期刊 100 篇，硕士论文 3 篇，会议 2 篇，学术辑
刊 19 篇，特色期刊 1 篇），经对比分析发现“主
题”检索“国家翻译实践”的学位论文绝大多数
只包含“翻译实践”而不是“国家翻译实践”，“关

键词”检索“国家翻译实践”更能有效反映国家
翻译实践理论的研究态势，因此本文选取发表年
度、文献来源、主要主题、基金项目和学科等六
方面数据来具体分析该理论的研究趋势。

一、结果与分析

（一）发表年度
一个领域的年度发文量可反映出研究的基

本情况和发展速度。[2] 国家翻译实践最早出现于
2012 年，中国海洋大学任东升教授成功立项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
研究》。从图 1 可以看出，2013 年至 2018 年是
国家翻译实践的发展阶段。2018 年 12 月 1-2 日，
中国海洋大学举办“首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
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探讨国家翻译实践和对
外话语体系建构的学术经验和实践问题。[3] 2013
年 -2024 年论文发表数量分别为 2 篇、7 篇、2 篇、
3 篇、5 篇、2 篇、10 篇、12 篇、24 篇、22 篇、
30 篇、6 篇。2019 年年度发文量突破个位数，而
到 2021 年 9 月 18-19 日，中国海洋大学举办“第
二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
坛”，2021 年发表国家翻译实践的论文突破 20 篇。
2023 年 9 月 16-17 日，中国海洋大学举办“第三
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
该年论文突破 30 篇。可见，越来越多的专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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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开始研究与国家翻译实践相关的议题，并且呈
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这也表明国内翻译专家学
者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有较强的文化自
信，并自觉承担起对充实完善、外宣传具有中国
特色的翻译理论的重任，为国家翻译事业以及文
化走出去贡献出一份力量。

（二）文献来源
外语类核心期刊反映着此领域的主流研究趋

势，而在此类期刊发表的论文则反映该论文在某
一方面具有代表性，论文质量高，学术价值高。
本文结合中国知网列出的复合影响因子、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21-2022 版）、北京
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2020
年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
价报告》（2022 版）等评价信息分析国家翻译实
践在外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影响。

根据分析整理得出，有关国家翻译实践的学
术期刊论文大多发表在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其中
同是 CSSCI、北大核心和 AMI 核心的论文共发
表 14 篇（《中国翻译》7 篇、《中国外语》5 篇、

《外国语》2 篇），占学术期刊总发文量（100 篇）
的 14%；双核心期刊论文 32 篇（《上海翻译》12 篇、
《中国翻译》7 篇、《中国外语》5 篇、《解放
军外国语学院学报》5 篇、《外语研究》5 篇、《外
国语》5 篇），占比 32%；属核心期刊论文 58 篇
（不含 AMI A 刊扩展），占比 58%。复合影响
因子是以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为复合统计
源文献计算，被评价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
献在统计年的被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年内
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复合影响因子越大，
其学术影响力越强，复合影响因子超过 3 的学术
期刊论文占比为 10%，可见，国家翻译实践作为
一个本土译学理论在外语学术界已经得到认可与
接受，并且已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三）“国家翻译实践”的主要主题
结合中国知网关键词“国家翻译实践”搜索

得到与之相关的主要主题包括国家翻译实践、国
家翻译能力、国家翻译学、沙博理、国家意识、
对外话语体系、翻译中国、《毛泽东选集》、意
识培养、理论建构、翻译活动、《黄帝内经》、
外来译家和国家叙事等。从主要主题以及提及的
篇数可以看出，学者研究的语料包括《毛泽东选
集》、《黄帝内经》、法律翻译、译者的翻译行
为如外来译家沙博理等；学者探讨的主要方面包
括国家翻译实践、国家叙事、国家翻译能力、国
家意识及其培养、国家翻译学、对外话语体系
等。国家翻译学的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具体国家翻
译实践或国家翻译行为的实施，国家翻译能力建
设，国家翻译制度和机制建设等翻译相关的核心
议题，还包括翻译的国家功用引发 的国家相关议
题，如国家话语、国家修辞、国家形象、国家利益、
国家治理、国际治理等外围议题。[4] 国家翻译学
的提出表明学者对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已经从单
一理论研究转向建立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而国
家翻译学的建构则需要国家翻译实践史理论和国

家翻译能力建设等提供支撑。
目前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学

术成果：第一，创生了一系列概念如国家翻译实
践、制度化翻译、国家翻译规划、国家翻译制度；
第二，突破了传统的译学认真框架，重新划分了
翻译类型；第三，以“国家”统摄翻译议题，将
国家治理中的翻译需求和翻译实践中的国家作用
与功用纳入研究体系，开辟了新的译学空间等。[5] 
然而，从该表也可以看出，尽管国内专家学者对
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包含国家翻译能力、国家话
语体系、国家意识培养、国际叙事能力，但仍还
有更多方面的议题未涵盖在该表中，对国家翻译
实践研究的统计不够全面，因此，在今后的研究
中应采用更科学的统计方式进行研究，以期更好
地展现国家翻译实践的准确发展趋势。

（四）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中

第二条提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金来源于中央
财政拨款，是用于资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促进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
专项资金。”国家翻译实践提供资源保障，包括
政治资源、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信
息资源、技术资源等，从而形成资源聚集效应，
确保项目顺利进行。[7] 在 2013 年至 2024 年期间，
受国家级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 67 篇，其中国家
社科基金资助的论文 65 篇，省部级 14 篇，该比
例已经达到将近 70%，国家级、省部级、市级以
及校级的基金项目为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提供了财
政和政策支撑，保障各翻译学者能有效如期地完
成各项研究。同时，从国家社科基金支助的项目
可以看出现阶段国内翻译研究的主流趋势，激励
国内更多专家学者研究国家翻译实践及国际翻译
学等理论。

（五）机构
所属机构发文机构排前 3 的分别是中国海洋

大学（57 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7 篇）、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3 篇）、南通大学（3 篇），
其他学校发文数量在 1-2 篇左右。

从机构分布所属地区来看，机构主要聚集于
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从发表国家翻译实践论
文的机构数量来看，论文发表主要以中国海洋大
学为主；从论文发表机构的层次来看，除中国翻
译协会外，所有机构都是高等教育院校，换而言
之，国家翻译理论的主要研究者来自于高等院校。
高校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
由探索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主要阵地。中国海洋
大学是国家翻译实践理论创立的发源地，在任东
升教授的引领下打造了一批学术能力强的科研团
队，为构建中国译学理论——国家翻译实践理论
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学科
调查结果显示：国家翻译实践理论涉及中国

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文艺理论、中国古代史、
法理法史、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中国近现代史、
新闻与传媒、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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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中医学、图书情报与数
字图书馆等学科。在 2013 年至 2024 年期间，国
内专家学者从不同学科对国家翻译实践进行了研
究与分析，中国语言文字和外国语言文以及文艺
理论占主导地位，但也开始涉足其他的学科领域，
这表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开始呈现出跨学科演技
的趋势。国家翻译实践是将翻译行为上升到了国
家层面，即翻译实践具有国家性。翻译的国家性
促使翻译学者从国家行为、国家意识、国家自主
性、国家能力、国家传播、国家话语、国家修辞、
国家形象、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甚
至国际治理等视角认识翻译现象，开展翻译研究。
[4] 翻译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方面对国家翻译实践
展开研究不仅促使其跨学科发展，同时也促进了
国家翻译学的萌芽。国家翻译学不是在“翻译学”
前简单地加上一个主体名词“国家”，而是运用
众多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解决国家翻译及其相关
问题的新兴交叉学科（ibid.）。

二、结语

尽管国家翻译实践理论提出时间只有十来
年，从论文发表量、文献来源、主要主题、基金
项目和学科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家翻译
实践相关方面的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特别是
已有跨文科交叉研究的趋势，但从这些数据仍可
以看出国家翻译实践理论仍有更进一步的研究空
间。从年度论文发表总量来看，尽管论文数量呈
现上涨趋势，仍有很大的突破空间；从文献来源
来看，国家翻译实践相关的论文几乎全是发表在
外语类专业期刊，从研究的主要主题来看，利用
该检索词检索到的主题词较少，还可以更深入更
广泛；从研究的语料来看，可以分析更多具有代
表性的语篇；从基金项目来看，仍有大部分省份
的专家学者未参与到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当中；
从学科分布来看，该研究所涉及到的交叉学科有
待进一步增强；总的来说，国内专家学者对国家
翻译实践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地突破。

此外，笔者在中国知网通过主题还可以查询
到国内专家学者对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体系、内容、
意识以及国家翻译实践史等对国家翻译实践理论
进行补充与完善；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日贞观之
治、明末清初、新中国成立初期等对国家翻译实
践展开讨论与探究；结合地方本土文化与国家翻
译实践探讨地方本土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外译
等，总的来说，笔者使用该方法可一定程度上反
映国内专家学者研究国家翻译实践的现状，但仍
可进一步调查与分析，以便得到更加准确的反映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现状。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国家翻译实践理论
发展向国家翻译学学科的转变是中国翻译界的一
大创新突破，这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
因此，国家翻译实践和国家翻译学的研究仍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需要更多专家学者的力量去
充实与突破，进而更好地服务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增加国家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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