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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话语权作为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强弱的重

要尺度,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欧美发达国家相继提出的“话语权力理论” “文化领导权理论”,以

及西方文化霸权理论一直主导着世界话语权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对“学术话语权缺失”“学术话语体系

构建”“学术话语权提升策略”等主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要素

所在,学术话语权作为软实力对社会发展及学术繁荣的实际影响和作用异常深远;探寻国际学术话语权

的研究现状及启示,可为我国构建学术话语权的科学评价理论、方法和应用体系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为此,本文选取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国际学术话语

权的国别进行统计和分析,再用 Vosviewer 软件对国际学术话语权文献进行热点主题分析,再采用文献

计量分析方法对相关研究文献的研究进展进行全面分析和总结。 结果表明,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的热

点主题主要集中在学术话语与语言学的相关理论研究、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学术话语研究、学术话语在

政治话语权、身份认定及社会化中的作用、学术话语评价与计量研究等 4 个方面,通过研究进展综合分

析国际学术话语权对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影响及未来发展思考;并提出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实现路径。

实践中,借鉴国内外经验和理论,可以创新学术话语权的推进机制。 具体包括:自上而下国家战略和社

会各界自下而上推动相结合;构建科学可行的学术话语权分类评价指标、对不同领域的学术话语权采取

差异化政策支持;提升学术话语内容创新、平台建设和传播力度。 另外,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要利

用自身力量创建一流的全媒体多语言的学术传播平台,让中国学术前沿和学术话语传播至更远更广的

国际舞台。 最后,可通过科学管理培养学术大师,并激励学术大师参与国际学术议题设置等。

关键词:话语权;学术话语权;国际学术话语权;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学术话语权;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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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语权与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是对外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集中表现形式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使用了话语权概念,
话语权是一个国家、民族和文明的标志。 话语权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发表国家及国际相关事务意

见的权利,从而体现了知情权、表达权及参与权的综合运用。 近年来,国际上各种事件频发,每一次

事件的发生都带有不同的政治目的和不同的价值观,从而在国际舞台上体现着各国国内事务、政治

话语权及学术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强
调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

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 。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

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声音和共创人类

美好未来的愿景,产生了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对新形势下提升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具有重

大战略意义。
2020 年 12 月 15 日,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强调要“突出原

始创新与重大突破,不唯数量、不唯论文、不唯奖项,实行代表作评价,强调成果的创新质量与贡献,
结合重大、重点创新基地平台建设情况,综合考察建设高校在提高科技创新水平、解决国家关键技

术‘卡脖子’问题、推进科技评价改革等方面的主要举措;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以及面向改革发展重大实践,推动思想理论创新、服务资政

决策等方面成效” [2] 。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对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话语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并强调要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面对复杂

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被动地位导致了中国话语权的弱势地位。 学术是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学术话语权不仅仅在学术层面,而要从更大的格局中把握学术话语

权。 2021 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暨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要
“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

上,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 由此,各学科领域的话

语权问题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学术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实力和水平,是国家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4] 。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学术话语权的发展与建设。 目前,
学术话语权与智库[5] 、学术话语权与学术期刊[6] 、学术话语权与应用语言学[7] ,以及西方哲学社会

科学学术话语权[8]等相关问题研究如火如荼。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已成为学

术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话语权的溢出效应延展了学术之外的政治

和国家象征的更多功能,不同学科也从学科以及专业主体性的建设转向了对学科话语权的更多重

视。 显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学术话语权的建构相较本土“学术场域”建设显示出了更多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学术话语权建构是综合性工程,当下各国都十分重视学术话语权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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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力量”。 学术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学术自信将极大地体现学术话语权的大小。 学术话语权

需要通过媒介、学术成果交流和传播等重要平台,引领学术发展。 显然,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更需

要国家和学术界在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我国学术话语

权研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此,对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学术

话语权研究的国际化发展水平,促进我国学术话语权的发展,丰富我国学术话语评价理论和方法,
推进学术话语评价机制创新,从而提升我国学术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及学术话语权评价的作用,促进

我国学术话语权评价体系的建立。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为数据源,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通过高级检

索表达式:TI = (Academic
 

Discourse
 

OR
 

Academic
 

competition
 

OR
 

Academic
 

influence
 

)进行检索,时间

跨度和语种不限,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共检索出相关文献 2
 

152 篇有效论文,作为本研究

的数据样本。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利用 Citespace5. 1 和

VOSviewer 软件分别对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的国别和热点主题进行可视化展示,在此基础上梳理、
分析、归纳和总结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研究主题,以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的发展现状,从而更全

面地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文献年度分布

学术文献的年度数量及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发展过程中的规模大

小、繁荣程度、研究水平和研究速度[9] 。 为了清晰地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的学术文献量及变化

趋势,本研究对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的相关文献发表时间和累积量进行统计,并绘制年度文献量和

累积量分布图(因统计时 2021 年的文献不足一年,故不在图中展示),如图 1 所示。
从

 

Web
 

of
 

Science 的文献数量分布来看,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相关研究的学术文献量相

对较少,年度发文量多数仅有 1 篇,到 21 世纪前后,才达到 20 篇左右。 最早研究学术话语权的是在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发表的 Note
 

on
 

the
 

influence
 

of
 

a
 

so-called
 

emotional
 

factor
 

on
 

academic
 

success 一文。 进入 21 世纪以后,相关文献数量增长较快,由拟合趋势曲线和指数函数发

现,拟合曲线和指数函数分别为( y
 

=
 

3. 728
 

3e0. 159
 

9x
 

,R2
 

=
 

0. 896)。 由此可见,拟合曲线和函数相

符,且曲线的拟合程度较高,年度发文数量呈现指数增长模式。
文献数量的发展趋势可以通过统计文献的累积量来体现,通过绘制模拟趋势线对国际学术话

语权相关研究文献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从文献的累积量来看,相关文献的拟合曲线和指数函数

分别为(y
 

= 10. 493e0. 205
 

8x,R2
 

=
 

0. 962
 

4),较好地说明了文献呈现指数增长,且拟合程度较显著,同

时可以预测未来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发展趋势也会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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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际学术话语权文献数量分布图

(二)研究国别分析

通过研究国家的分布可以掌握国际上不同国家在学术话语权研究领域的研究实力。 为了更好

地了解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的国家分布情况,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该领域的文献数据进行可

视化展示和统计分析,如图 2 和表 1 所示。

图 2　 国际学术话语权文献国家分布图

图 2 反映了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的国家分布情况,图 2 中的节点代表不同的国家,节点大小代

表国家发文量的多少;节点间的连线代表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密度。 表 1 列出了发文量大于

10 篇的国家。 由图 2 和表 1 可知,在世界范围内学术话语权研究的科研实力分布极为不均。 从发

文量来看,美国发文位居第一,发文高达 538 篇,相当于排名第 28 位国家发文的 48. 9 倍。 可见,美
国在学术话语权研究方面遥遥领先。 其次是中国、西班牙、英国等国家,发文量均在 100 篇以上,分
别为 113 篇、112 篇和 105 篇。 从合作关系而言,世界上各国之间在该领域研究合作关系均较分散,
没有形成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仅呈现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该领域有较少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但
合作力度普遍比较少。 结合图 2 和表 1 还发现,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已经形成了以美国、中国、西班

牙为核心的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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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学术话语权发文大于 10 篇的国家

序号 数量(篇) 国家 序号 数量(篇) 国家

1 538 USA 14 20 FRANCE

2 113 PEOPLES
 

R
 

CHINA 15 20 ITALY

3 112 SPAIN 16 16 CHILE

4 105 ENGLAND 17 16 NIGERIA

5 66 AUSTRALIA 18 16 INDIA

6 56 CANADA 19 16 MEXICO

7 45 GERMANY 20 14 SWEDEN

8 44 RUSSIA 21 13 NEW
 

ZEALAND

9 31 MALAYSIA 22 12 BELGIUM

10 28 SOUTH
 

AFRICA 23 12 SOUTH
 

KOREA

11 28 NETH
 

ERLANDS 24 12 COLOMBIA

12 26 TURKEY 25 11 PORTUGAL

13 26 BRAZIL 26 11 IRAN

　 　 (三)热点主题结构分析

主题词是对文章主题的重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章的核心思想,对主题词共现进行分

析可基本反映出某一领域研究热点主题以及热点主题之间的关联情况。 通过热点主题分布情况能

快速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主题结构情况,为了更好展示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热点主题及热点之

间的关联,本文基于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文献数据,利用 VOSviewer 软件对主题词的共现网络进行展

示,如图 3 所示。

图 3　 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主题共现网络分布

在 VOSviewer 软件中,通过抽取 Tile
 

and
 

abstract
 

fields 中的相关主题词,可对与主题词形成的网

络相关词也进行展示,图 3 通过软件抽取形成了四个大的聚类图,分别为红、黄、蓝、绿色,下面将对

这四个主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为了更深入分析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热点主题,本文结合该研究领域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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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认为,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学术话语与语言学的相关理论研究(红

色),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学术话语研究(蓝色),学术话语在政治话语权、身份认定及社会化中的

作用(绿色),学术话语评价与计量研究(黄色)等方面,并且这些主题词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1. 学术话语与语言学的相关理论研究

学术话语与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密切相关。 该主题具体包含 Discourse、Language、Text、Journal 等
热点主题词,以及话语、语言等相关术语在学术话语中的作用研究。 目前,大量的研究表明,书面文

本体现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语言和文本对学术话语产生着重要的作用。 学术话语与语言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中间人的交互体现出来[10] 。 借鉴话语组织与处理、体裁分析和

传播民族志等来源,利用语言研究英语和波兰语数据,可得出学术话语中的跨文化差异[11] 。 另外,
作者表达自己立场与读者参与联系的语言和文本,作者立场和参与在学术话语互动模式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12]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韩流已成为一种全球文化现象,而且还成为国际学术界

的一个重要学科。 从 Web
 

of
 

Science 上收集的韩流学术论文,从每篇文章中提取了作者、期刊和关

键词等数据,探测国际研究中韩流学术话语之间的异同[13] 。 这些研究均表明了学术话语与语言学

存在关系,主要表现在语言交流和传播的不同层面上,也表明语言学发展与学术话语权关系较为

密切。
2. 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学术话语研究

跨文化学术话语权是不同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在跨学科、跨文化学术话语研究中,学
者们重点关注学术话语模式在跨文化和跨学科中的体现和差异方面的研究,具体包含 Subject、
culture、situation 等热点主题词。 关于跨文化、跨语言学术话语权研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学术话

语的模式通过跨文化得到了相应的体现,主要是学术话语模式的跨文化反应[14] 。 跨文化对话与学

术话语的关系十分紧密,跨学术视角的作家、读者及学术文本中的互动体现了文化与学术话语之间

的问题,跨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为这种关系提供了事实依据[15] 。 学术话语中的学科和流派也可通过

词性来体现,学术话语的特点因学科和流派不同体现较为多样化。 研究生论文和博士生论文可从

不同的学科中找到跨学科的类型,通过医学和社会学博士论文和研究论文发现研究生论文的跨学

科差异[16] 。 另外,学术话语对医学学科认同的影响,家庭医学学术话语对本科医学生职业认同有一

定影响。 教育工作者在开展和改革医学教育时,必须考虑本科医学培训期间职业认同形成的过程。
随着语言文化的不断发展,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已日益凸显,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发展对

学术话语权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强。
3. 学术话语在政治话语权、身份认定及社会化中的作用

学术话语权在政治、身份认定及社会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主题具体包含 academic
 

achievement、judgment、behavior 等热点主题词。 学术话语在政治话语中的作用方面,19 世纪和 20 世

纪德国的学者研究了社会科学和学术话语的政治作用[17] 。 话语与国家建设有关问题的复杂性,通
过评估国家建设和民族、公民身份、文化多样性等因素有助于建立和提升国家公民的政治地位[18] 。
关于学术话语中的种族政治问题,通过种族在学术话语中所建立的辩证法,阐述反本质化的理解来

推动学术话语中种族政治话语[19] 。 随着各学科的快速发展,学术话语中的社会化对学科的发展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国际上大量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英语学术话语进行了探讨,学术话语社会

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定位的过程,在当代语境中通常是多模式、多语言和高度互动的方式,学术话

801



余　 波,等　 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语社会化的结果难以预测。 采访参与者生成的书面叙述和书面反馈的方式可考察加拿大中国博士

生的内外部学术话语社会化,揭示多个复杂因素促进学生在博士研究阶段融入当地实践以及话语

社区的社会化情况[20] 。 在学术话语的身份认同与定位方面,通过期刊文章和应用语言学专著探讨

了受众参与的学术认同、学科认同以及学术认同建构中的权力等问题,提出了建构以教学为导向的

学术身份和学术认同研究中方法论的多样性和创新[21] 。 学术话语中的社会认同与定位体现了一种

自我认同感,可见学术话语权的影响和作用是多方面的。
4. 学术话语评价与计量研究

学术话语评价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该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academic
 

influence、H
-index、position 等热点主题。 信息价值以及沟通对学术话语体裁的模仿具有一定的影响。 学术话

语取决于社会、文化和时间背景,论文和学位论文摘要作为主要和正式的学术话语类型展示了模仿

的特征。 论文摘要的分析可反映出学术话语的一些问题,论文摘要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文本,可通

过分析语言和文本来探讨学术话语权的研究背景[22] 。 同行评审论文的系统评价是学术话语评价的

内容之一,利用共同决策的基本原理评价学术话语的系统,通过专题分析对精神卫生服务和参与联

系进行评价[23] 。 另外,智库的计量与评价对学术话语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大学智库研究在

学术话语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大学智库对学术话语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虽然相较西

方大学智库在学术话语权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利用层次分析以突出办公时间谈话组织的不同阶

段,得出办公时间的学术话语和意义往往被低估[24] 。 可见,学术话语权的评价与计量涉及社会、文
化和经济等不同的研究主题领域。

四、国际学术话语权对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影响

话语权是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民众判断和选择倾向的话语能力。 同时,话语权也代表了信息

传播主体潜在的影响力,在当今社会话语权也是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种能力[25] 。
(一)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西方霸权地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着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霸权地位,以西方国家利益为核心,占据着发

表国家、国际相关事务意见的权利,从而体现了其知情权、表达权及参与权的综合运用。 中国话语

权正是中国价值及其话语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影响力越大话语权越大,没有影响力也就没

有话语权。 近年来,国际上各种事件频发,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带有不同的政治目的和不同的价值

观,然而,对中国事件的报道均呈现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这说明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部分学术话

语权被西方所霸占,总体上中国处于被动地位,急需建立相应的中国话语体系,极大提升中国学术

话语权。
随着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的目光开始逐步聚焦中国,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阻扰。 特别是西方的恶意舆论、价值观渗透和我国国际话语权的被动局面导致了中国

话语、学术话语的弱势地位。 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的丰富实践要求我们在国际活动和重

要外交场合要讲述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26] 。 在这种情况下,努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有利于中

国话语权、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全面提升,有利于提升中国政治、经济、学术等认同感,更有利于构建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重要大国,在国际上承担着各种经济、政治风险和责任,对世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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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却不能在国际上拥有同等的话语权,甚至被西方国家或媒体削弱了自己在国

际上的话语权。 而且,在当前国际背景下,中国在较短时间内还暂时无法颠覆西方国家话语权主导

模式,这些西方国家也不会主动让出自己的话语权力。 因此,中国急需争取自己在国际上的对等话

语权,能客观享有传播自己国家话语的权力。 因此,需要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与西方国家进行谈

判,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成为推翻西方霸权话语规则的突破口,从而推进国际话语权公正合理化

构建和发展。
(二)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上对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剥夺

学术话语权从一定程度上是控制学术交流和传播的权力。 通过学术交流等形式对某个领域的

问题达成共识,形成共同、平等、公正的契约和权力,有利于各方互利互惠。 但在现实国际环境中,
这种公正、平等的学术话语权实际上并不存在。 世界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存在国际实力差距大

的问题。 因此,国际实力强的国家主导了国际学术话语权,也就限制了其他国家学术话语权的传播

和构建。 目前,中国面临着复杂多变和国际国内形势敏感等问题,一些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主导并

引领国际学术话语权,并成为重要国际议题、全球问题权威话语引领者和主导者。 而中国在相当长

时间内对改革开放造就的“中国模式”出现了部分失语,导致了世界对中国的歪曲和误解。 如今中

国全面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对中国学术话语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日益凸

显。 中国要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战中抢占一席之地,必须打造有国际战略视野以及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中国学术话语权。
(三)中国学术话语权地位在国际上有所提升

近年来,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学科话语权和话语体系构建等相关主题研究,体现了中国越来越

重视学术话语权在国际上的地位。 在全球化背景下,学术话语权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2011 年 10 月,党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别强调要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方式和目标。 中国的发展与

世界息息相关,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涉及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 文化软实力建设需要拓宽国际话

语视野,全面探索国际话语权构建的路径和思路。 中国对学术话语权的重视已提到了一个全新的

高度,早在新世纪初就提出了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文化软实力等问题。 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

总书记以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实践为基础,利用国际活动和重要外事场合的机会讲述了

中国故事,发出了中国声音。 学术产出能力、学术研究水平是掌握学术话语权的两个重要因素。 因

此,一个国家的学术产出能力和学术研究水平与技术、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五、对中国学术话语权研究的启示

由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进展分析可知,研究文献探讨了学术话语权相关理论研究、话语体系研

究以及学术话语评价等方面内容。 在理论研究方面,国际上对学术话语概念、学术话语体系、学术

话语社会化以及学科学术话语等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侧重于对学术话语概念和学术话语体系的

研究。 另外,从语言学的视角研究了学术话语权概念及演变情况。 国际上相关研究起步较早,在国

际上具有一定的话语霸权。 在学术话语体系方面,较重视对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 关于学术

认同、跨文化和跨学科学术话语权研究,国际上研究比较普遍,较注重学术话语身份认定、学术话语

社会化、学术话语的政治作用等相关研究。 另外,国际上对学术话语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某一学科领

011



余　 波,等　 国际学术话语权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域,涉及的学科领域较广泛,其中在医学领域也涉及较多。
通过上述国际学术话语权相关研究分析发现,国际上各领域对学术话语权、话语体系及相关术

语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进展,而专门针对中国学术话语权的科学评价理

论、方法和应用体系的研究文献还十分有限。 目前国际相关的研究还处于不断发展阶段,缺少具有

普通意义的研究成果,某些方面研究仍然是空白。
其一,缺乏专门针对学术话语权的评价理论的系统研究。 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相关研究文献

中,大多数都是以“学术话语”和“话语体系”为主题展开的研究,缺少专门针对学术话语权的科学评

价理论、方法和应用体系的研究。 在学术话语权评价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局限于政治学、管
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教育学、文学等学科领域,缺乏对当前国际形势、大数据、云计算及人

工智能等环境下的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科学评价理论、方法和应用体系研究。 当今国际学术话语权

的科学评价理论、方法与应用体系仍未形成,这种现象不仅影响学术话语权的评价科学方法的发

展,也影响了应用评价体系的构建。 科学评价的实践活动由来已久,但关于学术话语权的评价科学

的理论、方法和应用体系研究方面仍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制约了评价实践活动的发展,也使得评

价的有关理论问题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因此,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学术话语权的评价理

论、评价指标、评价方法选用等方面还需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反观当今学术话语权的科学评价理

论、方法及应用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今学术话语权的科学评价缺乏权威

的、公认的、客观的评价体系和标准。
其二,缺乏系统的学术话语权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研究。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在当今科研

环境下,需有机结合综合评价方法,形成一个综合评价系统的学术话语权评价的科学方法,才能对

当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 目前,学术话语权的科学评价理论、方法及应

用体系缺乏相对权威的、客观的、公认的评价体系和标准。 学术话语权的科学评价理论和方法有待

进一步的创新,亟待构建针对不同评价指标进行科学、系统评估的指标体系。 虽然国际上对学术话

语权的评价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较为分散,专门针对学术话语权的评价科学指标体系的

相关研究十分有限。 同时,在构建方法上还需实现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的有机结合等。 目前,
学术话语指标和体系在学术界还未进行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但从研究成果的内容看,仍存在学

术话语体系和指标不健全等弊端,学界在学术话语权评价方法上有所突破,但这些成果仍然未能体

现具有中国学术话语权的评价科学问题的多样性和跨学科性本质,多数研究以偏概全,过于追求量

化研究而忽视了学术话语权评价的本质等。 解决学术话语权评价的科学理论、方法与应用体系研

究中的关键问题,需要科学缜密的学科建设,全面明确学术话语权评价的科学研究问题域,规范科

学的研究方法,才能取得较好的预期研究成果。
其三,缺乏对学术话语权评价的标准和应用方面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大量相关学术论文研究

内容的分析发现,对学术话语评价应用的研究还比较有限,但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是对评价体系应用

的理论探讨,缺乏从学科角度进行理论升华和系统实证研究;现有的相关研究范围相对较狭窄,大
多局限于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而使得这种有限的研究不具有

普遍的适用性,很难应用到不同的学科实践或研究领域中。 学术话语权的理论研究滞后,严重制约

了评价体系应用的发展,因此,可将学术话语权的经验归纳、提炼等上升到学术话语权的评价体系

理论,通过理论体系指导学术评价的应用实践,促进学术评价实践活动的健康发展,成为当前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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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的科学评价体系应用研究的迫切要求。
其四,一流学科建设有助于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提升,其作用是相互的。 “三大体系”相辅相成,

“三大体系”需要建设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学科体系需要在方位上

有新的突破和新的格局,学术体系要在各领域上不断完善,话语体系要在各构成要素上融入更多的

中国元素和现代风格[27] ,进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8] 。 由此可知,学科建设体系和学术话语

权体系是关联且相互促进的,三大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 另外,为进一步推进一流学

科建设和发展,探索中国特色学科发展的评价机制,有助于引导学科建设实现内涵式发展[29] 。 国家

“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也要求发展新兴交叉学科,需要探索国内外高校新兴交叉学科建设的现

状和困境,分阶段发展我国自主的新兴交叉学科[30。 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提升需要学科建设和体系

的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提升的呼声一直很高,国际学术期刊的国际学术话语

权一直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大学学科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提升中国学术话语

权也需要提升中国各学科在国际学术期刊编委中的数量,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31] 。
因此,一流学科的建设对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至关重要,具体建设方面涉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
流学科建设和学术话语权之间的影响也是多元的。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研究局限于从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探讨话语

权的运用和提升策略,强调了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缺少学术话语权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

话语研究;缺乏学术话语权评价的具体指标和方法,缺乏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缺乏对学

术话语权评价的整体标准和原则的研究,整体研究较分散、不系统。 目前研究在学术话语权的基础

理论、提升路径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有效推动了学术话语权从概念、内涵探讨到优化路径

的转变。 也有很多成果探讨了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术话语”和“学术话语体系”构建。 这些成果为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深度探讨提供了厚实基础,为厘清学术话语权的生成逻辑、构建评

价体系和优化实现路径的基础理论提供了有效思路。 为了帮助和促进各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可
将学术话语权纳入信息计量与科学评价领域,将学术话语权和科学评价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因此,
就中国学术话语权而言,不仅要在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更应该在国际舞台上讲好

中国故事。 基于此,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迫切需要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的评价科

学理论、方法及应用体系和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实现路径研究等方面加强力量,创新学术话语权

的推进机制。 借鉴国内外经验和理论,创新学术话语权提升的推进机制具体包括:自上而下国家战

略和社会各界自下而上推动相结合;构建科学可行的学术话语权分类评价指标、对不同领域的学术

话语权采取差异化政策支持;提升学术话语内容创新、平台建设和传播力度。 另外,在大数据、人工

智能时代,要利用自身力量创建一流的全媒体多语言的学术传播平台,让中国学术前沿和学术话语

传播至更远更广的国际舞台。 最后,可通过科学管理培养学术大师,激励学术大师参与国际学术议

题设置,促进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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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alization
 

of
 

cultural
 

power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it
 

is
 

highly
 

valued
 

by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discourse
 

power
 

theory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theory 
 

successively
 

put
 

forwar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as
 

well
 

as
 

the
 

Western
 

cultural
 

hegemony
 

theory 
 

have
 

bee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
 

discourse
 

power.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extensive
 

discussions
 

on
 

topics
 

such
 

as
 

 lack
 

of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and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is
 

the
 

key
 

el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As
 

soft
 

power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has
 

an
 

extremely
 

far -
reaching

 

impact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prosperity.
 

Exploring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enlightenment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can
 

help
 

China
 

build
 

the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
 

system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of
 

Web
 

of
 

Science 
 

conducts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n
 

the
 

country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through
 

Citespace 
 

uses
 

Vosviewer
 

to
 

analyze
 

the
 

hot
 

topic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literature 
 

and
 

then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t
 

topic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
 

research
 

mainly
 

focus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academic
 

discourse
 

and
 

linguistics 
 

cross-cultural 
 

cross-language
 

an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discourse
 

research 
 

the
 

role
 

of
 

academic
 

discours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socialization 
 

and
 

academic
 

discourse
 

evaluation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on
 

China s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a
 

realization
 

path
 

to
 

improve
 

China s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In
 

practice 
 

learning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ience
 

and
 

theories
 

can
 

innovate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Specifically 
 

it
 

includes 
 

combining
 

top-down
 

national
 

strategies
 

with
 

bottom-up
 

promo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constructing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and
 

adopting
 

differentiated
 

policy
 

support
 

for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in
 

different
 

fields 
 

improving
 

academic
 

discourse
 

content
 

innov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efforts.
 

In
 

addi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necessary
 

to
 

use
 

its
 

own
 

strength
 

to
 

create
 

a
 

first - class
 

all - media
 

and
 

multi -
languag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platform 
 

so
 

that
 

Chinese
 

academic
 

frontiers
 

and
 

academic
 

discourse
 

can
 

be
 

spread
 

farther
 

and
 

wider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Finally 
 

academic
 

masters
 

can
 

be
 

managed
 

and
 

cultivated
 

scientifically
 

and
 

b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etting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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