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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对于新时代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文章利

用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 2010 ～ 2018 年间国内“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

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经统计发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时间虽短，整体发展态势强劲，聚焦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原

因、意义、价值、原则等方面;“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中国故事”“国际话语权”等是现有研究关键

词，并将继续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但现有研究仍需完善，如术语混杂、概念界定不清、学科间互动欠缺、研究

方法单一、受众分类模糊、研究视角广却缺乏深度等。针对以上问题，研究提出了具体建议，以期为今后对外话语体系

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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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坚

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

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

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1］。同年 12 月 30 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

究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2］。此后，习近平主

席 在 重 要 场 合 多 次 提 出 加 强 构 建 中 国 对 外 话 语

体系。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意义深远。放眼全球，中

国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国际话

语权与自身的经济发展并不匹配。在许多国际问题

上仍然面临“声音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的“失语”困境。纵观国内，“对外话语体系”已成为

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因此有必要及时了解其研究现

状、把握研究趋势、发现问题，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为此本文对 2010 ～ 2018 年间知网收录的相关研究成

果进行系统梳理，对核心作者、知识基础性文献、核心

机构进行统计，并基于关键词、突现词对研究热点、趋
势进行微观分析，最后概述现有研究特点及不足，为

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一、研究方法

因“对外话语体系”属于新兴研究热点，目前成

果数量有限。为保证所用数据的丰富性，本文以 CK-
NI 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高级检索主题词“对外

话语体系”，选“或含”“中国国际话语体系”进行模糊

检索，检索时间设为“不限”，得到 254 条结果。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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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数据清洗，去掉重复文献、会讯、新闻、相关性小

或不相关内容、大会发言等 41 条，最终获得数据 213
条。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学术性，本文只选取期刊文

献，故剔除报纸报道。数据最后下载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2 日。由于检索结果首条数据为 2010 年，故时

间跨 度 设 为 2010 年 至 2018 年，建 成 小 型 数 据 库

( DWHYTX-CNKI ) ，数 据 以 Ｒefworks 格 式 导 入

CiteSpace 软件。CiteSpace 是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

信息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 co-cita-
tion) 和寻径网络算法( Pathfinder) ，对特定领域文献

( 集合) 进行计量，以探寻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

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绘制一系列可视化图谱来形成

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

探测［3］( 244) ，具有直观、定量、简单与客观等优点［4］。
本数据库按照以下参数进行设置: 每一年为一个时间

分区，故 Years Per Slice 值设置为 1。Term Source 下

默认全部选择，Term Type 里选择 Noun Phrases，并选

Burst Terms 以研究突现词，Node Types 及数据选取标

准选项中根据具体研究问题进行勾选，同时选择寻径

算法。

二、统计结果分析与讨论

以下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对外话语体系

研究现状和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分析。

( 一) 国内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总体趋势

通过对 2010 年至 2018 年检索所得 213 条数据

进行分析，可发现如下特点。
1. 总体趋势

从图 1 可以看出，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总体呈上升

趋势。2010 ～ 2012 年总体发文量少，年均不超过 5
篇; 2013 开始呈蓬勃发展之势，发文量由 5 篇激增到

2015 年的 38 篇，随后虽增势放缓，但稳步上升。说明

“对外话语体系”这一研究主题被持续关注。

图 1 2010 －2018 年总体发文趋势图

2. 研究群体

通过对研究群体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当前对外话

语体系研究的趋势及集中领域。下面将对作者发文

量和文献被引频次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发现对外话语

体系研究群体特征和典型文献。
( 1) 核心作者

由于“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时间短，总体数量少，

故本文将阈值调低，以获取更多文献信息。低阈值的

设置可使 2010 ～ 2018 年时区的被选文章增多，使统

计更为广泛［5］。因此，此处设定阈值 c，cc，ccv 分别

为( 1，1，20) ; ( 1，1，20 ) ; ( 1，1，20 ) ，时区选取为 2010
－ 2018，选取 Keyword 和 Author 进行作者发文量及其

所关注领域关键词统计，并整理发文数量超过 2 篇的

活跃作者，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关注对外话语体系的学者中，袁赛

男发文量最多。通过分析文献及关键词，可知其主要

关注的领域在政治话语体系［6］、“一带一路”倡议以

及对 外 话 语 困 境 原 因 及 中 国 对 外 话 语 权 构 建 问

题［7］［8］。陈明琨、陶文昭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提出可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

富对外话语内容［9］，另外他与徐艳玲也提出了构建对

外话语体系的意义、原则、目标［10］。李婧钰则从跨文

化翻译角度探讨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11］。其他

如陈明琨和徐艳玲［12］、蔡名照［13］、汪习根［14］、江时

学［15］、刘泰来［16］、龙小农［17］等也从不同角度对对外

话语体系构建进行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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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高发文量作者

序号 姓名 数量 /篇 关注领域关键词

1 袁赛男 3 出路; 困境; 价值; 对外政治话语体系; 新时代

2 陈明琨等 2 中国特色; 文化自信; 意义; 原则; 目标

3 蔡名照 2 中国声音;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外宣媒体; 融通中外

4 汪习根 2 人类命运共同体; 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平等发展权

5 唐超 2 党政文献; 民族语文翻译; 跨境语言; 对外宣传; 中国特色概念术语

6 翟石磊 2 世界观; 话语建构; 政府工作报告; 世界体系论

7 王眉 2 新型智库; 对外话语体系; 中华文化走出去;

8 江时学 2 国际话语力; 国际传播力; 发声; 媒体;

9 王永贵 2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 价值理念

10 黄友义 2 中译外; 党政; 外国读者; 习近平; 治国理政

( 2) 高被引文献

为探究该领域的知识基础性文献，本文选取了

CNKI 数据库 2010 ～ 2018 年间被引频次高于 15 次的

期刊及 硕 博 论 文。如 表 2 所 示，刘 德 定［18］ 和 吴 立

斌［19］的研究成果被引频次远高于其他文献。可以看

出，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在传播学、法学、翻译学、国

际关系学等领域。

表 2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高频次被引文献

序号 作者 标 题 年度 来源
被引

频率

下载

频次

1 刘德定 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 2012 河南大学( 博) 84 25522

2 吴立斌 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 2011 中国中央党校( 博) 76 16336

3 曾令良 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 2011 中国社会科学 28 3478

3 黄友义、黄长奇、丁洁 重视党政文献对外翻译，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2014 中国翻译 28 1684

4 邹应猛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 2010 东南亚纵横 28 1446

5 孟威 改进对外传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2014 新闻战线 27 1583

6 王永贵、刘泰来 打造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学习习近平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论述

2015 马克思主义研究 22 2230

7 刘泰来 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战略思维 2015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 2455

8 周敏凯 加强国际关系领域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

国话语权的理论思考

2012 国际观察 19 1933

9 文建 把握国际话语权，有效传播中国声音———习近

平外宣工作思路理念探析

2016 中国记者 15 687

10 王眉 智库国际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 2015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5 919

11 彭飞 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理论、现状与发展策略 2013 华中师范大学( 硕) 15 2230

( 3) 核心机构

本文对关注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机构进行了统

计，发现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外文局、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北大

学、中央编译局、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教学科研机构

对该领域的关注度较高。从学科分布看，涉及政治

学、传播学、翻译学。从机构间合作看( 下图 2) ，仅有

如南京师范大学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与中北大学人文

社科学院少数科研院所之间进行了合作。代表合作

的连线分布零散，且代表合作强度的连线粗细程度整

体偏细，说明现有合作关系的几所科研机构合作程度

也不强。这些表明，学科间流动和交叉研究情况不

佳，而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系统、跨学科

的工程，需要学科、科研院所之间通力合作。
3.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热点

本文统计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所涉及文献关键词

的频次及中介中心性，并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以

探究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热点、重点领域以及演进趋

势，以便直观把握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现状。
( 1) 关键词总体状况

关键词是对文章核心内容的提炼，如果关键词

在某一领域特定时间的文献中重复出现，就可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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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核心机构

为该领域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20］。参数设置中阈

值选择 Top50，即在每个时区中选择前 50 个高频节

点。选择名词词组，运行 CiteSpace，合并相似词，剔

除无效关键词及联系不紧密的网络图，得到的结果

如图 3。可视化图中的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

词，节点的 大 小 代 表 关 键 词 出 现 频 次 的 多 少，而

节点 之 间 的 连 线 则 表 现 关 键 词 之 间 的 共 现 关

系［21］。图 3 显示关键词的自然聚类，网络节点数

量为 453，连线数量为 1187，即关键词有 453 个，

关键词共现关系有 1187 组。

图 3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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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可以看出，关键词共

现结构紧密，说明该研究课题有正在成为体系化研究

趋势。颜色从浅色调向深色调过渡，即代表研究轨迹

从早期逐步过渡至近期。从图 3 还可以发现，浅色调

与深色调交错，过渡阶段不明显，这也可在下面的聚

类图 4 中看到，说明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尚处于上升

发展阶段，课题研究时间短，还需逐步完善。为进一

步呈现热点和重要研究方向，下面将单独列出高频次

关键词和高中介性关键词。
( 2) 高频次关键词

表 3 总结了频次最高的前 20 个关键词。从下图

4 和表 3 可以发现，话语体系的结点最大，说明其出

现的频次最高。其次是对外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话语权、习近平、一带一路、话语权、美国等。可

见，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围绕话语传播、国家形象的

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实现、国家领导人的理念、特定的

时代主题如“一带一路”“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话题进行。但统计高频次关键词还不足以清晰显

示热点研究话题，有些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中介中心性

不一定高，因此，还需要结合中介中心性值的高低来

判定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聚焦点。

表 3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高频次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率

1 话语体系 128

2 对外传播 63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4 国际话语权 41

5 习近平 28

6 一带一路 18

7 话语权 15

8 美国 12

9 文化软实力 11

10 中国梦 10

11 西方媒体 10

12 中国故事 9

13 人类命运共同体 8

14 国际传播 8

15 中国话语体系 8

16 对外宣传 8

17 新时代 7

18 政治话语 6

19 国家形象 6

20 认同 6

( 3) 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

中介中心性是测量节点在可视化网络中重要性

的一个指标。CiteSpace 通常运用该指标衡量文献

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重点标注［22］( 18 － 19) 。中介中

心性大于 0. 1 的关键词，通常被认为是重要类别。
下表 4 总结了 11 个中介中心性值≥0. 1 的关键词，

即高中介中心度关键词，按照中介中心性值从大到

小依次排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软实力、国际话

语权、对外传播、西方媒体、话语体系为中介中心性

最高的关键词。
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高低与出现频率有所不同，

结合表 3 高频次关键词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话语权、文化软实力、对外传播、西方媒体等词同

为频率高且中介中心性高的词，这表明目前对外话语

体系最主要的研究课题集中在提升对外话语体系的

目的、意义、传播媒介和受众等方面。

表 4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中介中心性值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38

2 文化软实力 0. 37

3 国际话语权 0. 35

4 对外传播 0. 31

5 西方媒体 0. 21

6 话语体系 0. 22

7 中国梦 0. 16

8 新时代 0. 16

9 习近平 0. 14

10 美国 0. 13

11 国家形象 0. 1

( 4) 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基于不同的亲疏程度可形成不同的聚类，

识别这些聚类可以直观地廓清研究的各个热点子

域［23］( 20)。对关键词以 LLＲ ( Labels by log-likelihood
ratio) 算法进行聚类可得出图 4。CiteSpace 依据网络

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 Q 值) 和平均轮

廓值( S 值) 两个指标，它可以作为我们评判图谱绘制

效果的一个依据。一般而言，Q 值在［0，1］区间内，Q
＞0. 3 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当 S

值在 0. 5 以上，聚类一般认为是合理的［3］。图 4 中，

网络模块度( Modularity Q) 为 0. 8，平均轮廓值( Mean
Silhouette) 为 0. 9，说明该图的聚类合理。但同时各个

聚类图块颜色区分并不明显，以暖色为主，再次说明

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只在近期才呈现体系化发展趋

势，整体发展时间跨度较短。再次，剔除聚类结构较

差部分，可以发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聚类主要包括

文化传 播、对 外 传 播、国 际 话 语 权、中 国 故 事 等。
CiteSpace 生成的聚类规模越大，即聚类中包含的成员

数量越多，则编号越小［23］( 20)。其中，文化传播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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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中国故事聚类最小。这说明从初期到现在，文

化传播是学界持续关注的对象。

图 4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关键词聚类

( 5)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主题演进路径分析

时区视图的方法将相同时间内的节点集合在相

同的时区中，关键词节点存在的时区是它们首次出现

的时间［23］( 20)。为更清晰地呈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

演进路径，我们运用 CiteSpace 中时区图( Timezone)

列出对外话语体系关键词，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关键词时区视图

结合图 4 和图 5，通过仔细研读文献发现，对外话

语体系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经历了一个过程:

2010 ～ 2012 年是话语体系意识形成期。此期间国际

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为提升中国外交软实力进行了内

向型争论与反思，对外话语体系的概念被提出并在后

期逐步成型，但并未见有效的解决办法。2013 ～ 2015
年聚焦国际话语权与对外传播。2013 年是对外话语

体系研究的关键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正式提出“精心构建对外话语

体系”; 相继出现多个研究热点话题，如国际话语权、
对外传播、一带一路等。但宏观论述多，至于对外话

语体系究竟应如何构建，未见深入、细致探索。2016
年至今，学者们着重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发

文数量看，仅 2016 年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文章数量

就超过了过去五年的总和。从研究主题看，这个阶段

出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等热点话题，“人

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国内对外话语体系未来研究趋势

共词( 特征词或关键词) 图谱，更有利于分析研

究热点及热点的演变，尤其是突现词( burst term) 的

使用［3］( 248)。下表 5 是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近年来的突

现度最强的 9 个词。从中可以发现，2012 ～ 2014 年出

现的研究前沿突发话题集中在话语权、西方媒体、政

治话语方面; 2014 ～ 2015 年研究转向对外话语体系

与国家的关系; 2015 ～ 2016 年出现了国际传播与话

语创新的研究转向; 2016 年至今，开始转为对外宣

传、中国梦、中国故事等新话题。结合其强度可见，政

治话语、西方媒体、中国梦和中国故事突现度最强，其

中中国梦和中国故事为最新研究转向( 2016 ～ 2018) ，

因此未来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将有可能继续围绕中国

梦、中国故事等议题进行; 同时，结合图 5 及相关文献

下载量，如唐青叶、申奥［24］在 2018 年 1 月 － 10 月下

载量超过 1200 余次，段光鹏［25］在 2018 年 7 月 － 10
月 3 个月内下载量已超过 80 余次，“人类命运共同

体”“新时代”等概念虽然历时较短，发文数量少，但

在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中也将持续展现其重要性。

表 5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突现词

序号 突变词 强度 起始年份 终止年份

1 话语权 1. 5328 2012 2014

2 西方媒体 2. 5063 2013 2014

3 政治话语 3. 1757 2013 201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 1. 8886 2014 2015

5 国际传播 2. 1696 2015 2016

6 话语创新 2. 1696 2015 2016

7 对外宣传 1. 9896 2016 2018

8 中国梦 2. 4964 2016 2018

9 中国故事 2. 2425 2016 2018

( 二)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困境与建议

综上所述，结合关键词的频次、中介中心性、聚类

以及演化路径，我们发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历时虽

短，但关注度较高，成果突出，从提出问题到多维度探

索，从宏观叙述向切实、具体的研究过渡; 国际政治、
国际传播、语言学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力，热点话

题持续增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不断丰富。
1.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现实困境

纵然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仍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外话语体系

研究的理论、应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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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理论层面，术语庞杂混乱，标识性概念界定

不明。“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体系、中国对

外话语体系、国际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对外传播话

语体系、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国家话语、国家话语能

力、国家语言能力、国家修辞能力、话语权、国家话语

权、国际话语权”等术语频现，这些术语有什么联系和

区别，各有什么侧重? 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是否就

是为了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话语体系的内容与构

建是一方面，而表述及国际解读、接受是另一方面。
这些理论层面的问题亟需详细梳理与解答。

2) 在应用层面，侧重官方话语，受众分类不清。
对外话语的传播主体以政府官方为主，其研究对象也

集中于对政府官方话语的回应和阐释，“人类命运共

同体”“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有何关系?

“对外话语体系”所指的“体系”到底是什么? 随着时

代变迁，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哪些可变，哪些不变?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聚焦外国受众，在话语传播过

程中，是否要搞内外有别的“两张皮”? 以上问题聚

焦本体、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尤其是受众，理应成为

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重点。
3) 学科间合作不强。话语体系不仅仅是一种表

达，更是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和表达体系的结合，这三

种体系处于完整的链条上，要真正做到融通中外，是

非常复杂的工程［26］。但现有研究各学科各自为战，

缺乏合作。从研究主体看，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传
播学等为主力，国内语言学界对对外话语体系的关注

度不够高。
4) 研究视角广，但深度有待加强。如果将对外

话语体系建构简化为“是什么 － 为什么 － 怎么办”的

过程，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为什么”这个层面，即围

绕对外话语体系的原因、重要性或意义、原则等展开

论述，以宏观叙述为主，对如何构建却是泛泛而谈。
5) 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鲜有定量定性结合的

研究。我们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

意义、原则等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鲜有个案研究、比
较研究及其他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还未能提出一个系统、全面、
行之有效的“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方法，需要就其宏

观布局与微观建构做进一步探索。
2. 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对策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我们建议: 首先，界定相关

概念，厘清各种概念的异同，避免滥用，明确对外话语

体系的内涵、外延、理论体系、架构特征等。

其次，对我国现有话语体系进行评估。正如胡正

荣［27］论及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时所言，讨

论建构话语权或争夺话语权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评

价中国在国际上到底有没有话语权，如果没有，那么

是因为什么? 如果有，这些话语权在哪里? 之后才是

如何建构话语权”。我们认为在建构对外话语体系过

程中，也应先对现有的对外话语进行评价，明确其处

于什么状态，他国对外话语体系现状如何，我国的对

外话语体系与他国话语体系相比，差距在哪里? 优势

在哪里? 同时，既然是建构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

系，就要挣脱西方话语体系的束缚，了解西方话语体

系特征，以及中国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内在关

联性和独特性。
再者，对传播媒介、受众及受众反馈全程把控，因

地制宜进行对外话语传播。关注海外受众新媒体使

用习惯，利用社交平台进行分众传播，同时关注广大

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受众，发掘、描述、阐释、评估国

家符号化能力和话语实践的效力。
最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是跨学科的，需要学科

间合作，搭建跨学科理论体系; 并创新研究方法，加强

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把零散的独立案例研究成果提

升为知识体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三、结 论

本研究运用可视化方法，对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研

究的总体趋势、研究热点、未来走向进行了定量定性

分析。研究发现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态势强劲，聚焦于

“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一带一

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热点话题，以国际政治、国

际关系、新闻传播学等为研究主力，围绕对外话语体

系建构的原因、意义、价值等方面，多以定性研究为

主。同时，本文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有针对性

地提出了建议，为今后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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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 based Analysis on Frontiers and Hot Issues of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ANG Qing － ye，HE Lia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which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base of CNKI ( 2010
－ 2018) to examine the status quo of research on discourse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y means of CiteSpace． The
limited period has witnessed an upsurge of its domestic research． Most research focuses on its reason，significance，value，and
principle．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Chinese Dream”，“Chinese
Stories”，and“th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Power”are the keyword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and are expected to be the focus
in the future． Despite the achievements，there still remind some problems such as terminology confusion，indistinct definition，

scarc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the monotonous research methods，vague classification of audiences，lack of in-depth
study，and so on． In view of the above research gaps，this study offers suggestions so as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future re-
searc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discourse; discourse system;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iteSpace-based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