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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门用途汉语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一个类型，充分体现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实用性，商务汉语是

专门用途汉语中最早被关注的领域之一，其研究成果尤为丰富。本文以CNKI数据库2012~2022年发表

的468篇成果文献为域，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手段，对国内近十年的商务汉语研究展开综述。在借

助可视化方法展示商务汉语研究发展历程、热点主题以及演进线索的基础上，从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两

方面对商务汉语相关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理论述评，以期整体把握研究现状；同时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及

前景展望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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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yp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special-purpose Chinese fully reflects the practica-
bilit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Business Chinese is one of the earliest fields of 
special-purpose Chinese, and its research results are particularly rich. Based on 468 papers 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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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ed in CNKI database from 2012 to 2022,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to review the 
research on business Chinese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On the basis of visualizing the develop-
ment process, hot topics and evolution clues of business Chinese research, a comprehensive re-
view and theoretical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on business Chinese are conducted from two as-
pects of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order to grasp the overall research status. 
At the same time, the shortcomings and prospect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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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汉语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无论是基于现状还是展望未来，作为汉语的母语国都应大力推进专门

用途汉语教学的发展，以满足学习者对汉语的多元化需求，而商务汉语是专门用途汉语中需求较大的模

块，在此基础上，国内许多研究者皆对商务汉语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方法、教材选择及实践安排等问

题进行了各类研究。在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库，以“商务汉语”或含“经贸汉语”为主题、篇关摘进

行检索，发现 2012~2022 年间为商务汉语飞速发展阶段，该时期商务汉语发文数量约占同主题数量的

71.70%，因此本文以 2012~2022 为研究年限，以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到的 468 篇商务汉语文献为域，进

行后续研究。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节将主要从数据来源以及研究方法两方面进行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库，以“商务汉语”或含“经贸汉语”为主题、篇关摘

进行检索，时间范围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去重和删除不相关条目，最终得到文

献 468 篇。 

2.2.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 CiteSpace 对关键词、作者和机构进行共现分析。同时，我们对目前国内商务汉语的研究现

状以及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 

3. 结合 CiteSpace 的文献概况分析 

本节通过人工筛选、制作了文献数量图表，在 CiteSpace 软件的基础上对文献的作者、机构和关键词

进行可视化分析。 

3.1. 文献数量 

我们以“商务汉语”或“经贸汉语”为主题和篇关摘，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了 2012~2022 十年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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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献，共获得文献 1235 篇，最后通过人工筛选，得到文献 468 篇。这一时期的文献数量及发表趋势详

见图 1。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literature 
图 1. 文献发表数量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国内研究者对商务汉语的研究正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过去 10 年间，商务汉

语研究一直处于相对活跃的阶段，2012~2022 年间年发文量均保持在 30 篇以上，尽管 2020 年有一个短

暂的低迷期，但在 2021 年出现了高峰期，发文量高达 60 篇。总的来说，近几年来，学界对于商务汉语

的研究表现出持续的重视。 

3.2. 研究作者 
 

 
Figure 2. Atlas of business Chinese research authors 
图 2. 商务汉语研究作者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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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掘国内商务汉语领域的主要人物，我们利用 CiteSpace 对被引作者进行网络的可视化分析。通过

图谱，我们可以了解到各位研究者在该领域影响力的大小及重要性，并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研究者

对商务汉语研究的贡献。具体数据如图 2 所示。 
首先，根据图 2 可知，研究呈现核心群体，从发文量上来看，超过 3 篇的只有 9 人：关道雄 5 篇，

岳薇 5 篇，沈庶英 4 篇，史中琦、胡匡迪、徐朝晖、周红、冯传强、丁俊玲均为 3 篇；其次，这些作者

在研究领域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关道雄的研究主要是本体教学和教学对象上，岳薇集中于商务汉语词汇

和教材编写等方面，沈庶英则是教学模式、课程建设等方面；最后，国内研究者多以各自研究为主，虽

有少数开展协作研究，但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协作交流，缺乏跨领域的协作，如此无法实现领域间研究成

果的有效共享，不利于商务汉语学科的创新性发展。 

3.3. 研究机构 

我们使用 CiteSpace 对被引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并设置阈值为 0，最终得到近十年国内商务汉语全

部研究机构的分析图谱。具体数据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Atlas of business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3. 商务汉语研究机构图谱 

 
在该图谱中，圆形结点代表着机构，结点越大表明该机构发文频次越高。通过图 3 可以直观地看到，

研究出现主要机构群体。在各研究机构中，以上海财经大学发文频次最多，共发文 22 篇，其次是上海师

范大学，发文 12 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发文均为 11 篇。 
总的来说，在近十年我国商务汉语研究中，各大院校对商务汉语的研究都是各自为战，整个领域都

处在一个分散的状态，机构间的合作较少，且相互间的联系也较为松散，尚未形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

合作研究团队，发文机构研究力量、合作方式等比较单一，缺乏三方、四方和多方等多种合作方式，并

没有集中在一起，同时在机构内部缺乏一定的凝聚力，即既没有形成机构间的相互合作，也缺乏同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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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内部的合作。 

3.4. 关键词 

通过对文献中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文献的研究发展过程和研究热点。 

3.4.1. 词频分析 
关键词词频可以展现出该领域研究的中心关键词，根据词频对 2012~2022 年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

分析，此处阈值设置为 5，即关键词出现频次为 5 次，结果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Keyword frequency graph 
图 4. 关键词词频图谱 

 
其中出现频次超过 10 次的关键词包括教材、教学设计、教材编写、词汇、练习、教学、对比和中级。

说明商务汉语在这些方面研究较多，针对商务汉语教材、教学和学习者皆有涉及。并且我们对关键词的

中心性进行了计算，将关键词中心性大于 0.1 的设为关键节点，由于本文是以商务汉语为主题进行的文

献检索，因此我们将“商务汉语”这一关键词全部去除，最终发现，国内商务汉语中心性关键词只有教

材和教学设计，说明教材和教学设计的相关研究在商务汉语中较为重要且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3.4.2. 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能够将大量的关键词分成若干个话题，将具有相同含义的关键词进行聚类，从而形成不

同的研究主题。 
从图 5 可以看出，Q 值和 S 值分别是 0.6646 和 0.947，这表明了在集群结果中具有较好的结构和较

高的可信度。通过对图中 12 个关键字聚类的分类，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研究主题，即商务汉语教学研

究，商务汉语背景研究和商务汉语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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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eyword cluster graph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6. Keyword time graph 
图 6. 关键词时间图谱 

 
商务汉语的教学研究，该主题包括的聚类有#教学设计、#教材、#词汇、#实践、#翻转课堂、#学习

者、#复合型、#文化意识，主要关键词有教材编写、教学建议、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材分析等，主

要是针对“三教”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商务汉语的背景研究，该主题包括的聚类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商务汉语的发展，商务汉语是一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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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汉语作为一种职业交流工具来进行商务沟通。而关于商务汉语的方法研究，该主题包含的聚类是#
对比分析，#习得，其中的关键字是对比分析、需求分析、比较研究等，用调查和统计的方法，分析和总

结了商务汉语的发展状况。 
三个主题中，商务汉语教学研究主题比重大，研究方向多，其中教学设计和教材是近十年商务汉语

研究的热点。由此可见，学术界更为重视商务汉语教学和教材的研究。 
同时，我们以关键词聚类为基础，形成了一个时间图谱，如图 6 所示。通过时间图谱我们可以了解

聚类中关键词出现时间的早晚以及商务汉语研究的重点。 
从横向上来看，学界对商务汉语各个聚类的研究长期处于一种活跃的状态，并且具有很强的时间交

叉性，但#复合型，#学习者，#习得发展聚类并没有持续研究，特别是#习得，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
翻转课堂聚类虽然开始时间较迟，但研究持续至今。 

从纵向上来看，各个聚群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强，各聚群的发展时间比较接近，但是聚群间的交叉研

究较少。 
总体上来说，商务汉语相关研究得到了学界的不断重视，并且仍在持续纵向深化发展。 

3.4.3. 突现分析 
通过 CiteSpace 对 2012~2022 年商务汉语发表文献进行突现词研究，据此研究商务汉语领域研究的演

进趋势，如图 7 所示。 
 

 
Figure 7. Keyword emergence graph 
图 7. 关键词突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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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知，商务汉语的演进趋势大概可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 2011~2015 年左右，15 个

突现词根据凸显强度由强到弱分别是对外汉语、比较分析、建议、商务口语、任务实验、实施、经贸汉

语、泰国、新 BCT、存在问题、应用、实践、编写、分类和学习汉语，该阶段关注重点主要是商务汉语

本体研究。第二个阶段是 2016~2022 年，10 个突现词根据凸显强度由强到弱分别是一带一路、教学主题、

国际生、教材分析、需求分析、国别化、翻转课堂、实效性、教学建议和教学策略，商务汉语研究开始

将重点放到商务汉语的教学实践上。 
根据这 25 个关键词，其中突现强度值最大的关键词是“对外汉语”，其出现在 2011 年，突现时长

达 2 年；最近一次突现关键词是“翻转课堂”，突现时段发生于 2018 年，其突现时段最久，均持续到

2022 年，可以看出研究重点转向教学模式与方法。 
可见，商务汉语研究趋向由本体研究转向教学的新模式和新理念上，主要针对商务汉语教学设计和

实践展开。 
结合 CiteSpace 的文献概况分析，总结出商务汉语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的特点，下节从这两方面进行

详尽分析。 

4. 商务汉语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分析 

本节主要从商务汉语热点以及发展趋势两方面进行分析。 

4.1. 热点分析 

根据 CiteSpace 关键词词频和聚类分析的结果，发现教学设计和教材属于近阶段商务汉语的研究热点，

以下从这两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4.1.1. 全方位的教学设计研究 
这部分研究成果主要是硕士论文，研究范围广泛，趋于全面化，文献占比 8.5%，基于特定教学模式，

课型或者教学对象进行教学设计皆有涉及，由此引发对于商务汉语教学进行思考反思。 
1) 基于多元模式的教学设计 
主要是特定教学方法和理念在教学设计上的体现，表现出教学方法和理念多样化，任务型教学法的

采用居于首位，比如说吴静(2013)尝试用任务型教学法来设计商务汉语口语课教案[1]。情景法、交互式

教学模式以及 CBI 理念使用其次，比如说徐晓丹(2014)以情境法为理论依据，结合初级商务汉语口语课

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对最常用的商务洽谈进行教学设计[2]。对于新教学模式与理念应用也有涉及，比如

说张凯曼(2015)结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设计出一个符合商务汉语会话课特点的教学模式[3]。 
2) 基于多样课型的教学设计 
针对不同课型的教学设计皆有研究，研究范围全面化，口语课研究成果最多、综合课其次、听说课

也有涉及，文化课、阅读课和写作课研究占比较少。 
口语课，徐晓丹(2014)根据情景法的理论基础，结合初级商务汉语口语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对最常

用的商务洽谈作教学设计，以期对初级商务汉语口语课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综合课，郑欣磊(2022)探讨内容型教学法在商务汉语课程中的可行性和实施效果,进而进行相关课程

设计[4]。 
听说课，樊海婷(2022)将交互式教学模式应用于商务汉语听说课并进行教学案例设计的尝试[5]。 
文化课，张瑜(2021)参考 UBD 设计模式，对商务汉语听说课的文化内容进行教学设计[6]。 
3) 针对多层次对象的教学设计 
从收集的文献中看，研究对象主要分为留学生和在职人员，大部分教学设计是基于留学生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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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人员的只有 1 篇，张雨石(2022)基于 SPI 模式，对韩国职员汉语口语进行教学设计[7]。 
此外还有针对不同国别的教学对象，比如说华晓晓(2012)针对泰国大学商务汉语教学进行了任务型教

学设计[8]。李慧颖(2015)以越南留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教学设计[9]。谢晓娟(2022)以英国中学的汉语俱乐

部课程为研究对象，设计商务主题汉语课教学设计[10]。  
综上，商务汉语教学设计的相关研究较为全面化，针对不同课型，不同教学对象，不同教学方法都

有涉及，基于此也会针对两者结合进行教学设计并实践。总之，教学设计趋于完整性，系统性。 

4.1.2. 系统的教材研究 
这部分研究成果占比 33.1%，研究分析成果丰富。主要是对于商务汉语现有教材进行具体研究分析，

由此提出对商务汉语教材编写的思考研究。 
1) 教材体例研究详细 
这部分比重较大的是教材编写方面，教材使用和建设占比较少。针对现有教材和教学情况教材编写

突出建议，比如教材编写上岳薇(2012)探讨了如何根据学习者的需求以及商务口语教学的特点设计和编写

商务口语教材[11]。 
对于现有教材的研究细致全面，对编写理念和编写体系进行了详尽研究，为后续教材编写提供了经验。 
2) 教材对比分析研究全面 
这部分研究成果占比大，主要是几本教材进行对比分析。从教材的课文、词汇、语法等方面进行对

比研究，比如余欢(2012 年)从商务话题、语法条目、词汇、习题集等四个角度，比较了《经理人汉语》

与《商务汉语综合教程》的异同[12]。 
针对几本教材的各方面进行全面对比研究，以此为后续教材编写提供改进建议。 
3) 教材专项内容研究丰富 
这部分主要是对于教材的词汇、文化内容、课后练习题等方面进行研究，在词汇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比如廖广梅(2022)以《新丝路速成商务汉语》系列教材中的生词为例，对教材中的生词和相应的英语注解

词的词类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找出教材中存在词性标注问题的生词和英语注释词[13]。 
文化内容上，马约(2017)以三本意大利本土商务汉语教材为研究对象，对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进行研究

[14]。 
课后习题上，刘晓琛(2020)以《尔雅中文——高级商务汉语阅读教程》(上下册)为研究对象，对教材

练习题设计进行研究[15]。 
综上，商务汉语教材研究主旨是为教材编写体系服务，通过现有教材进行深入研究，各方面进行细

致研究，发现其存在的不足，为将来商务汉语教材编写提供经验。 

4.2. 发展趋势 

结合 CiteSpace 关键词时间图谱和突现分析后，我们从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两个维度对其发展趋势进

行详尽分析。 

4.2.1. 研究主题趋于新颖化 
从搜集文献中总结，在研究主题上，除了上述的研究热点外，主要分为商务汉语课程教学和资源构

建两部分，并且这两部分的研究主题趋于新颖化。主题新颖主要表现为课程教学研究趋于实践性，资源

构建发展为商务汉语研究新趋势，新技术的应用推动商务汉语发展。 
1) 课程教学研究多角度化 
课程教学上主要分为商务汉语教学定性定位、教学现状、教学方法等方面，研究成果一开始集中于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4291


李茜 
 

 

DOI: 10.12677/ml.2024.124291 608 现代语言学 
 

教学定位定性等方面，现阶段集中于教学方法与专项教学上，并且研究角度呈现新趋势。 
首先是针对商务汉语教学的性质、目标等定位，从本体教学转向专业建设，研究占比减少。沈庶英

(2014)认为商务汉语实践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在不同阶段设置适当的培养任务和要求，每一阶

段的任务都是高一阶段任务的“支架”[16]。 
针对教学现状的研究主要是从高校和孔子学院等商务汉语教学情况入手，2020 年之前研究较多，比

如关道雄等(2019)针对商务汉语教学本体进行研究[17]。 
针对教学模式和方法上，重点是教学法和教学模式在商务汉语教学的应用，并且这部分大都是硕士

论文，教学方法主要是情景法、任务法和案例分析法等，CBI 理念、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产出导向法的

应用开始增多。比如张绪文(2014)提出在速成商务汉语教学中采用任务型教学法这一设想[18]。 
在商务汉语专项内容教学上，开始将常用教学法应用于商务汉语专项教学研究，重点是词汇教学和

文化教学上，这部分占比较少，发展趋势不明显。 
总之，在商务汉语的课程教学研究上趋于多角度，从本体研究到专项研究皆有涉及，研究结合实际

出发。 
2) 形成新研究方向——资源构建 
资源构建是商务汉语近阶段的新研究方向，主要是教师培养、多媒体技术应用和资源库建设上，是

目前发展的大趋势。 
首先在教师能力培养上，主要是针对教师能力建设将进行培养，韩沛玲(2012)认为，解决目前我国商

务汉语教师面临的难题，关键在于建立我国商务汉语教师培训标准，并建立长期的商务汉语教师培训机

制[19]。 
在多媒体技术应用上，基于手机 app 等新媒体技术，推进商务汉语发展，比如黄乙妃(2017)以智能手

机为研究对象，对商务汉语教学资源进行了初步的设计和加工[20]。 
资源库建设上，喻雪玲(2013)试图在大规模语料库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商务汉语主题词汇和主题词汇

体系[21]。 
综上，资源构建研究是商务汉语研究的新趋势，新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商务汉语的发展。 

4.2.2. 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 
从搜集文献中发现，文献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对比分析的方法、实践法和文献分析法等，

并且越来越趋向于多种方法相结合来进行研究。 
1) 调查法 
调查法是文献中应用最多的研究方法，通过设计调查问卷或者访谈，了解学习者的需求，与现状进

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 
2) 定性与定量分析法 
该研究方法主要是应用于教材研究上，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比分析总结现有教材特点，

为后续教材编写提供建议。 
3) 实践法 
主要是通过实验的方式验证教学法或教学模式的必要性，毕文镟(2020)以一名法籍初级商务汉语学习

者为被试，从教学对象、教学情境、教学目标三个方面入手，选择适当的教学材料，采用恰当的教学策

略，并以二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开展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22]。 
4) 文献分析法 
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商务汉语发展状况，比如说曹彩虹(2016)运用 CiteSpace 对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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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5 年的 CNKI 期刊数据库有关商务汉语研究文献数据进行了分析，呈现了我国商务汉语研究领域

的发展阶段与特征[23]。 
综上，商务汉语文献的相关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并且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研究更为有说服力。 

5. 当前商务汉语研究不足及前景展望 

5.1. 研究不足 

我们通过以上对近十年商务汉语研究文献的梳理上，发现了以下几点研究不足。 

5.1.1. 研究不均衡 
近十年，国内商务汉语发表文献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研究热度保持活跃状态，但作者间、机构之

间的合作研究明显不够。从研究对象来看，针对在职人士的商务汉语研究比较少，关于在职人员的文献

只有 14 篇，并且主要是针对需求研究。并且从国别来看，针对单个国别和地域的研究占比少，研究对象

汉语水平主要是中高级，初级研究少，而研究角度来看，虽然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出现，但大部分还是围

绕着教学方法和模式应用方面的研究。 

5.1.2. 研究实践不彻底 
从研究内容的角度来看，对商务汉语教学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教学设计”“教材研究”“教学模

式”等方面，但对于教学理论的关注度却不够，未能深入分析学生需求与教学方法之间存在的合理性，

也缺乏宏观性的调查与研究，教学设计没有深入实践，因此无法充分实现商务汉语教学的有效实施。对

于教材研究上，大部分集中对现有的一本或者多本教材的体系进行对比研究，对于教材专项研究不深入，

并且国别化教材研究缺少。 

5.1.3. 研究模式固定化 
首先，在研究成果中，研究模式的单一性，缺乏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在商务汉语教学设计

研究中，也出现了方法固化的问题，多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然后进行教学设计，但并没有深入分析下

去。而在教材研究上，主要是几本教材的对比研究，总结了教材的特点和缺陷，但却缺乏一个贴切的衡

量标准。 
我们通过对这几点情况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商务汉语没有和商务技能密切结合起来，这

使得教学工作者难以把握正确的方向，也不利于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其次，由于相关研究和教学方法

未能积极地进行创新，使得汉语教学仍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学生们的学习效果也因此受到影响。 

5.2. 前景展望 

通过对近十年文献梳理的分析，我们认为未来可以就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关注商务汉语的理论建设和方法论探索。从研究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采用新的教学理念与

方法，使教学更加有效、更加贴合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语言知识。 
第二，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商务汉语的研究从整体到部分，不仅关注商务汉语教学，也要关注商

务汉语各领域资源建设构建，以及形成体系化建设。具体而言，可以从课程设置、教学资源、教材建设

等方面着手，加强语言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同时，可以开展更多的研究，以提升语言教学的质量和

效果。 
第三，研究者应扩大研究对象。不仅要关注留学生商务汉语学习，也要关注在职人员汉语学习，以

及某个地域或者国别商务汉语学习情况，以便更好地研究和发现相关领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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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总的来说，近十年，国内商务汉语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范围从单一领域逐

渐转向多领域，研究方向在不断走向纵深，研究理论在不断走向多元化，对教材编写、教学模式、交际

技能定位、教学方法等都有所涉及，尤其是在教材编写和教学设计等方面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实操性。

其中，从商务汉语研究的热点看，还是集中在商务汉语“三教”问题上，主要表现为教材、教学设计和

教学模式的研究，前者是针对学习者学习现状，以提高学生学习效果为目标；后两者是针对教学手段、

方法、技能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其研究趋向由商务汉语教学本体研究向商务汉语教

学的新思路、新方法的探索转变。 
此外，在新理念新模式方面的研究虽有涉及，但比较分散，这方面研究可能是未来商务汉语研究的

热点和方向。关于国别化、地域化相关的商务汉语研究较少，这也是未来需要关注和加强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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