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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口译国内外研究现状 
与发展趋势对比

——基于 Cite Space 的文献计量分析

李  静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深圳

摘  要｜2019年以来，远程口译在国内外进入研究爆发期，其最新研究现状和趋势的

对比分析对业界和学界起着指导性作用。本文通过Cite Space软件对Web of 

Science和CNKI数据库中远程口译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对比发现：国内

以独立研究为主，但新兴力量已形成团簇现象，国外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医

疗领域为最主要的研究背景，其次为法律领域，国内研究标签性更强。技术性

是国内外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口译技术研究是国内远程口译研究的最新趋势，

国外主要研究趋势已经从电话口译转向视频口译中的视线研究。未来建议加强

高校与社会机构间合作、更多关注技术和胜任力方面的研究，将远程口译的技

术壁垒转化为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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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翻译协会权威发布的《2022 年中国翻译及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指

出，“当代语言服务需求方对翻译技术评价的三大要素为：提高翻译质量、降

低翻译成本和提高翻译效率”。远程口译（Remote interpreting）“低成本”和“高

效率”的优势与特点（涂文婷、刘进，2012；詹成、索若楠，2012；陈慧华，

2014；方琪，2014）使其近些年的服务需求量突增，根据 CSA 的报告数据（CSA 

Report，2020），在现场口译和会议口译的营业额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各下降了

15% 和 10% 的情况下，远程口译的营业额却由 23% 增长到 41%。与此同时，随

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远程口译也将更容易满足译员的需求（Private Market Sector 

Standing Committee，2019；姚嘉宁、高渝，2021：16-18），因此，远程口译在

后疫情时代的崛起极有可能持续地改变口译市场习惯，其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趋势、热点的分析对比能帮助学界和业界掌握整体动态，并为远程口译的研究

和发展提供参考。

远程口译是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支持的非现场口译活动，从可视性角度

可以分为电话远程口译和视频远程口译（Braun，2018；AIIC，2019；蒋莉华 

等，2020；Krasnopeyeva，2021），其发展可追溯到 1957 年，其中电话口译从

1973 年首次进入澳大利亚市场（Kelly，2008）。197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通过 Symphonie Satellite 进行了首次远程口译试验，从技术上证明了远程技术

的可行性（姚斌，2011：32-37）。远程口译国外相关研究较国内起步较早，

由于该模式的技术可行性问题，其最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电话口译分支，1999

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和日内瓦大学口笔译学院（ETI）通过对会议远程视

频同传进行了测试。随后，从 21 世纪初开始，视频远程口译分支逐渐进入研

究范围，但是目前仍缺少远程口译的整体性综述研究。远程口译进入中国学者

的研究领域是 21 世纪初，近几年相继出现了一些综述性文章，但是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仍存在很大的可研究空间。文献梳理发现，2019 年是远程口译的

爆发年，2019 年至今，国内外相关文献量几乎等于之前所有文献量的半数之多，

已有的可视化综述性研究（姚嘉宁、高渝，2021：16-18）为 2019 年之前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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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无法显示远程口译进入研究暴增阶段的最新热点和趋势，且由于 2019

年之前的文献量过少，之前的研究未能形成国内文献的可视化图谱，所以不能

对国内外研究进行直观对比，因此我们认为该研究有很强的可补充性。其他的

综述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文献梳理和回顾为主，很难直观地看到该领域

国内外的合作关系、热点主题、发展历程以及研究前沿和趋势。鉴于此，本文

使用 Cite 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 5.8.R3 版本，对知网（CNKI）数据库及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远程口译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与对比，以科学知

识图谱的方式直观展现当前的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以期为后续研究和实践

探索提供依据和启示。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来自中国学术刊物的全文数据库（CNKI）和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发文检索年限为 2023-08-13。在 Web of Science 核

心 合 集 数 据 库 中 以“remote interpreting”“distance interpreting”“telephone 

interpreting”“video interpreting”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搜索，经过逐篇阅读，剔除

非相关性文献后共得到论文 128 篇。此外，在 CNKI 数据库中以“远程口译”“视

频口译”“电话口译”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搜索，剔除主题间重复性文章，发现

大部分为硕博论文，为尽量保证数据的权威性，最终只选取学术期刊文献作为

本文的研究数据。

2.2  研究方法

Cite Space 是用于探测学科文献发展趋势及模式的可视化分析工具，能客观

呈现研究内容、识别研究热点、梳理研究脉络（项骁野 等，2022：670-681），

该软件是当前研究人员广泛使用的一种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工具（温菲，

2021：110-119），能够根据研究者输入的纯文本格式的文献资料和参数设置来

自动生成某一指定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在文献可视化分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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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 等，2017：90-92）。本文使用该软件 5.8.R3 版本，对中国学术刊物的

全文数据库（CNKI）和 Web of Science 中收集的纯文本数据分别进行可视化分析，

深入挖掘国内外远程口译的研究情况和发展趋势，选取 1 年 1 次的时间切片，

节点类型分别选取作者、国家、机构和关键词。

3  数据分析

3.1  作者合作图谱分析

作者共现分析能够识别出某领域的核心作者以及作者间合作强度（吴悦、

李朝旭，2020：302-308）。图中结点的大小代表作者发表的文章数量，线条粗

细代表作者间的合作疏密程度，发表时间用颜色的深浅表示，颜色越深，表示

发表的时间越早。

从下图可以看到，国内外作者合作图谱中出现的节点数分别为 50 个和 219

个，作者间合作线路分别为 21 条和 373 条，国内外作者共现的网络密度分别为

0.0171 和 0.0156。

图 1  国内作者共现图谱

Figure 1 Author’s co-occurrence 

map in China

图 2  国外作者共现图谱

Figure 2 Author’s co-occurrence map in 

other countries

所有节点中的较大节点代表发文量较多的作者，国内外发文量前五的作者

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到，国内发文量最多的五位作者是肖晓燕、方琪、朱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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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洪和姚斌，发文量均为 2。其中，肖晓燕的研究较早，与郁锐玲和张梅分别构

成两条合作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电话口译，主要以美国电话口译为研究背景，

对该服务的流程、职业准则、质量要求等进行了梳理总结。姚斌主要进行独立

研究，提出远程口译员需要具备较强的素质来提高适应力。方琪和朱珊是新生

作者，与万明子和司显柱构成了目前最大的合作群，说明新生力量活力旺盛。

该团队的研究特点鲜明，研究角度更加信息化，提出远程口译是一个具有经济

属性的信息商品，且认为在元宇宙技术支持下，远程口译将形成新的虚实共存

的口译服务生态。

表 1  国内—外发文量前五作者表

Table 1 Top 5 Chinese-Foreign authors

国内作者 发文量 国外作者 发文量
肖晓燕 2 SABINE BRAUN 5

方琪 2 JIHONG WANG 4
朱珊 2 RAQUEL LAZARO GUTIERREZ 4
谢洪 2 SANDRA HALE 3
姚斌 2 OSCAR JIMENEZ SERRANO 2

国外发文量最多的五位作者是 Sabine Braun（5 篇）、Jihong Wang（4 篇）、

Raquel Lazaro Gutierrez（4 篇 ）、Sandra Hale（3 篇 ） 和 Oscar Jimenez Serrano 

（2 篇）。根据普莱斯定律，论文发表数量超过 3 篇的作者被称为“高产作者”，

可见，国内仍未形成高产作者，而国外有 4 位高产作者。Sabine Braun 主要研究

法律语境下的远程口译，他提出远程口译在法律领域的使用中加词和扩词的频

率明显高于现场口译（Braun，2017：165-177）。Jihong Wang 和 Raquel Lazaro 

Gutierrez 的主要研究领域都是电话口译，前者涉及策略、人称使用、与现场口

译的对比等，后者主要研究道路救援中的电话口译。发文量排名前三的作者都

是独立研究作者。Sandra Hale 有非常丰富的合作团队，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

律语境下的远程口译以及与现场口译的对比，他提出虽然技术方面的挑战使得

远程口译更加困难，但是语言组之间在任何指标上并不存在差异（Hal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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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21-253），所以在未来的远程口译研究中应该更多关注技术和胜任力方

面的研究。以 K Casey Lion 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在图 2 中形成一个黄色的球团，该

作者拥有庞大的合作团队，主要研究医疗领域的远程口译。

从数据对比来看，国外研究者多于国内，且合作网络非常丰富，而国内远

程口译作者间的学术合作较少，仍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两个图谱的颜色深浅

相似，说明国内外的研究年限大致相同，主要研究都是从 21 世纪初开始涌现，

由此可见远程口译在国外的研究热情和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国内。国内外的新生

力量都呈现出较大活力，国外研究多以实践性研究为主，这和电话口译在国外

的高使用度有关。

3.2  国家和机构合作图谱分析

3.2.1  机构合作网络

各组织的研究内容与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学术文献来呈现（徐玲玲 

等，2021）。因此，本文利用 Cite Space 中的 Institution 模块，对国内外公开发

表机构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国内机构共 37 个，合作网络 8 条，国外机构共

129 个，合作网 110 条，国内外机构网络密度分别为 0.012 和 0.0133。中心性衡

量节点重要性高低，反映节点的重要程度，国内外机构合作图谱中心性均为 0，

国内外发文较高的机构见表 2 和表 3。

图 3  国内机构合作图谱

Figure 3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mapping in China

图 4  国外机构合作图谱

Figure 4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mapping in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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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远程口译研究国内机构表

Table 2 Chinese institutions for remote interpreting research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量 二级机构及其发文量 发文总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2 篇 高翻学院 2 篇 4
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 篇 高翻学院 1 篇 3
3 上海理工大学 2 篇 无 2
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 篇 无 2
5 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 2 篇 无 2
6 厦门大学 1 篇 外文学院 1 篇 2

表 3  远程口译研究国外机构表

Table 3 Foreign institutions for remote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量
1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5
2 University of Surrey 5
3 University of Vienna 4
4 Universidad de Alcalá (UAH) Madrid 4
5 Universidad de Granada 3
6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3
7 Heriot-Watt University 3

整合发文量后发现，国内发文较多的机构有 6 所，分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4

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3 篇）、上海理工大学（2 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

篇）、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2 篇）和厦门大学（2 篇）。其中只有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呈现合作研究，且均以远程口译的科技化特征

为研究视角，其他均为独立研究机构。北京外国语大学主要以回顾和策略研究

为主，上海理工大学和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以电话口译研究为主，前者主要

研究显身意识（张俊杰，2015：82-83）和副语言在话语轮换中的作用（温丽琴，

2015），后者主要研究市场现状和知晓度（方琪，2014：123-125）。

国外发文较多的机构有 7 所，分别为昆士兰大学（5 篇）、萨里大学（5 篇）、

亚塔斯马尼亚大学（4 篇）、阿尔卡拉大学（4 篇）、格拉纳达大学（3 篇）、

新南威尔士大学（3 篇）和赫瑞瓦特大学（3 篇）。这 7 所机构均拥有两到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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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合作团队。昆士兰大学与阿尔卡拉大学以电话口译研究为主，前者主要

是从电话口译员视角出发，研究他们对认知、挑战、人称使用等的看法，后者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道路救援、医疗、培训等。其他几所机构主要以研究视频远

程口译为主，包括在法律领域的可行性（Braun，2013：200-228）、添加和扩展

策略对口译员的影响、特定互动现象的应对策略（Davitti，2020：279-302）、

视频远程口译中的距离感（Havelka，2015：141-155）、空间和视听条件对交流

的影响（Klammer & Pöchhacker，2021：2867-2876）等。以大阪大学为中心的

合作网络是目前最庞大的新兴力量，该合作团体包括临空综合医疗中心等多个

医疗机构，是高校与社会机构合作研究的代表，主要研究医疗领域的远程口译。

数据对比发现，国内主要研究机构为高校，而国外呈现出以高校为主、社

会机构为辅的研究态势。国内存在二级单位发文情况，合作网络稀疏，国外合

作网络明显相对丰富，这说明国内在远程口译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群簇现象。

但是新兴机构力量均以合作研究为主，这说明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正在走向多

元化和群体化。国外研究的话题更广，而国内主要以回顾和市场研究为主。国

外研究形成两派，一派主要研究视频条件下的远程口译，另一派主要研究无视

频条件下的电话口译。

3.2.2  国家合作网络

远程口译相关研究的国家共现图谱如图 5 所示，共计出现国家 55 个，合作

网络 15 条，密度为 0.0101。

图 5  国家间合作图谱

Figure 5 Research distribution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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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各国之间合作密度不高，很少有两个国家以上的合作线条。

发文量不多，所以中心性很低。发文量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为美国、西

班 牙、 澳 大 利 亚、 英 国 和 德 国， 分 析 认 为， 这 与 美 国、 澳 大 利 亚 和 欧 盟

等 国 家 远 程 口 译 的 普 及 度 有 关。 澳 大 利 亚 是 远 程 口 译 的 第 一 个 使 用 国，

随 后 美 国 也 开 始 采 用（Kelly，2008）， 从 90 年 代 至 21 世 纪 初， 联 合 国

和欧盟等组织展开了不少大规模的远程口译可行性实验（Mouzourakis，

2003：251-269；姚嘉宁、高渝，2021：16-18），截至 1990 年，美国与

欧洲已经普及了电话口译（Mikkelson，2003）。且欧盟一直对远程口译

保持着很高的热情，一是为了缓解同传设备供不应求的问题；二是出于环

保考虑，远程口译能够避免译员出行以降低碳排放；三是为了节约成本（姚

斌，2011：32-37）。

表 4  远程口译相关领域发文数最多国家统计表

Table 4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with remote 

interpretation

序号 国家 发文量
1 美国 19
2 西班牙 14
3 澳大利亚 14
4 英国 10
5 德国 4

3.3  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3.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运用 Cite Space 对原始数据进行关键词分析后得到国内外的关键词共现图

谱，如下图所示。图谱中出现的“远程口译”“电话口译”“视频口译”为初

始文本的主题检索词，所以不在此次讨论范围之内。剔除检索词后的剩余关键

词按照频数和中心度排序后的国内外热点词汇见表 5 和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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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国内研究关键词共现

Figure 6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in China

图 7  国外研究关键词共现

Figure 7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in other countries

表 5  国内研究热点词汇

Table 5 Hot terms for chinese research

序号 国内高频词 中心性
1 应对策略（3） 0.03
2 口译技术（2） 0.05
3 交际特征（2） 0.00
4 显身性（1） 0.00
5 知晓度（1） 0.00

表 6  国外研究热点词汇

Table 6 Hot terms for foreign research

序号 频数排名 中心性排名
1 医疗保健（17） 医疗保健（0.33）
2 沟通（14） 满意度（0.20）
3 语言障碍（14） 语言（0.20）
4 影响（12） 沟通（0.19）
5 英语水平限制（11） 感知（0.15）
6 质量（9） 差异（0.14）
7 护理（7） 语言障碍（0.13）
8 满意度（7） 服务（0.12）
9 专业口译员（7） 通道（0.10）

10 障碍（6） 现场（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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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热点词汇整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远程口译在国外的知晓度

更高，虽然国内外初始数据检索时都输入了“远程口译”“电话口译”“视频

口译”，但是在关键词共现时只有国内将这三个关键词凸显出来，而国外研究

中并未凸显，这说明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标签性更强，而国外研究已经将上述

检索词作为公知的研究背景，将研究中心集中在其他要素上。第二，国内的电

话口译相关研究比重明显高于视频远程口译，说明在目前我国对电话口译的关

注度要高于视频远程口译。第三，从热点词呈现来看，国外的相关研究更加多

元化，更能代表本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的频率和中心性值并不永远呈正相

关关系，在 Cite Space 软件中，中心度高的关键词（Centrality ≥ 0.1）普遍被视

为关键词词频知识图谱的拐点，因此中心性值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代表本领域的

研究热点。可以看到，国内热点词中心性值普遍较低，国外热点词中心性值大

于 0.1 的有 10 个，见表 6。

国内远程口译相关研究中，频数最高的词汇为“应对策略”“口译技术”

和“交际特征”，其中，“口译技术”的中心性值最高，是目前国内该领域的

主要研究热点。1999 年，联合国对远程口译进行了多次试验后表示，“未来的

技术发展是远程口译成为现实的基础”，所以远程口译中技术研究是基石。目前，

国内在远程口译领域对技术的研究主要表现为计算机辅助口译技术，包括远程

口译平台技术研究（王小曼、王斌华，2021：105-112；华侃，2020：14-15）

和电话口译系统开发研究（陈可新，2012），此类技术将语言学、计算机科学、

数学等融于一体（王华树、杨承淑，2019：69-79），例如电话应用系统的拨号

方案设计研究和 VC 技术下的语音传输研究等。文献梳理发现，热度较高的“应

对策略”多出现在电话口译研究中，非面对面的模式使电话口译具备一定的特性，

其互动受制于听觉媒介的限制（Russo，2020），电话口译员需要发展一些特定

的技能（Rosenberg，2007：65-76），其中话语轮换是较受关注的话题（罗海锋，

2010；温丽琴，2015；周维，2022：61-63）。而“交际特征”这一词汇主要出

现在远程口译的回顾性研究中，旨在提高其认知度（肖晓燕、郁锐玲，2009：

22-27；张俊杰，2015：82-83）。

在国外研究中，“医疗保健”是频数和中心性值最高的热点话题，因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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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移民趋势导致各地医疗保健服务的人口更加多样化，这反过来又引发了一种

范式的转变以充分应对语言障碍的挑战，所以远程口译在医疗领域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Fiedler et al.，2022：99.）。非常多的研究都是将公共服务领域中

的医疗领域作为研究背景，主要为实践性研究，包括语境研究（Kelly，2007：

18-21；Jaiteh et al.，2022）、远程条件对口译质量和临床交流的影响研究（De 

Boe，2020：79-105；Klammer & Pöchhacker，2021；Marshall et al.，2019：509-

516）、用户体验研究（Trumm，2023：263-275）等。此外，中心性值超过 0.1

的热点词汇还包括满意度、语言、沟通、感知、差异、语言障碍、服务、现场。“满

意度”的主要研究思路是通过绩效或质量分析远程口译工作的优化途径，有学

者提出，电话口译在信息交流方面令人满意，但是在交际和沟通方面视频远程

口译更符合用户的需求（Price et al.，2012：226-232），并且只有训练有素的执

业人员才能提供高满意度的远程口译服务（Jiménez-Ivars，2021：125-146）。“沟通”

和解决“语言障碍”都是远程口译的目的，上述话题都是以结果为导向进行的

研究，研究表明，译员专业度、持续性合作、沟通时长、设备改进、对口译三

方均进行培训等（Yabe，2020；Rose et al.，2010：172-194；Lion et al.，2021；

Angelelli et al.，2021）都是提高语言沟通质量以达到消除语言障碍目的的重要因

素。此外，“差异”和“现场”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多角度对远程口译和面对

面口译进行对比，有学者提出，用户在进行口译模式选择时会受执业环境的影

响（Rose et al.，2010：172-194），而“语言”和“感知”的研究则主要从互动

层面来对比远程口译与现场口译，最新研究表明，视频远程口译的感知度与现

场口译差别不大，电话口译的感知度明显更低，但是现场口译、视频口译和电

话口译在语言组之间各指标上并没有差异（Hale et al.，2022：221-253）。

3.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采用 LLR（Log-Likelihood Rate）算法对原始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帮助了

解远程口译相关文献的研究主题类别。本研究国内聚类的模块值（Modularity）

为 0.6765，平均轮廓值（Mean Sihouette）为 0.9702，国外聚类的模块值（Modularity）

为 0.4815，平均轮廓值（Mean Sihouette）为 0.7934，说明聚类结果比较成功。

最终得到国内聚类 4 个，国外聚类 7 个，细分信息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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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国内关键词聚类

Figure 8 Clusters of knowledge 

domain in China

图 9  国外关键词聚类

Figure 9 Clusters of knowledge domain in 

other countries

表 7  国内—外远程口译研究主题分类表

Table 7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foreign remote interpreting research topics

国内聚类 国外聚类

第一，#0. 话轮：电话译员；
话轮处理；显身性
第二，#1. 市场需求：知晓度；
问卷调查；话轮；通讯设备
第三，#2. 现场口译：显身
意识；通讯设备；agi
第四，#3. 电话译员：话轮
处理；显身性；话轮

第一，#0. 全科咨询：工作环境；共同决策；问题
第二，#1. 即席的：潜在临床后果；错误；外国人；英语
第三，#2. 急性腰背痛：影响；社区；差异；疾病
第四，#3. 文化胜任能力：移民上诉法庭；评估；耳聋 / 听力障
碍患者；面对面口译
第五，#4. 语言障碍：口译服务；英语能力有限患者的护理；政策；
安全网
第六，#5. 用药：西班牙裔；沟通；苗族；电话翻译
第七，#6. 视频远程口译：口译员教育；多模态；视频中介口译；
互动维度

聚类对比发现，国内外在远程口译领域研究的主题类别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研究内容上，国外的主题更加多元化，国内主要集中在认知性研究以

及与现场口译的对比研究，其中都包含话语轮换机制研究和译员现身性研究，

而国外研究已经跨越了市场认知性研究，更多从质量结果影响（Yabe，2020）

和用户满意度（Price，2012：226-232）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将移民用户的沟

通结果看作一个重要的判断要素（Lor & Chewning，2016：30-39），因为远程

口译的国外知晓度已经很高，但国内学界对远程口译的研究刚刚起步，对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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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度远远不够（汪越，2021：210-222）。第二，从领域划分上，国内研究涉及

技术领域，包括技术平台研究（王小曼、王斌华，2021：105-112）和技术系统

开发（陈可新，2012），而国外现有研究主要为非技术领域，因为早在 90 年代

之前就已经基本完成了有关远程口译的各种大规模技术试验（姚斌，2011：32-

37），目前国外远程口译技术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第三，从研究方法上，

国内外研究都包含问卷方式及访谈方式，但是国外更多为实践性研究，因为在

国外的公共服务领域远程口译服务较为普遍，较容易进行实践性操作（Pérez，

2015：259-279）。第四，从研究背景上，国内研究背景多为大型活动，国外多

为公共服务领域，其中医疗领域最为明显，因为远程口译是解决基层医疗机构

语言障碍的一种很有前景的方法（Fiedler，2022：99），其次为司法领域。第五，

从研究类别上，国内更倾向于研究电话口译，而国外虽然对电话口译的研究非

常丰富，但是视频口译的研究比重更高，分为视频口译的介质研究和视频口译

与电话口译以及现场口译的对比研究两大类，有研究结果表明，三种情况下的

信息等同性差异不大，然而，互动动态的变化（部分是远程介质造成的）确实

影响了交流效果（De Boe，2019：58-78）。

3.3.3  发文量与发展趋势分析

文章发表次数的变动可以直接反映出某个学科的发展现状和走向（吴悦 等，

2020），时区图可以反映各时期的研究特点和趋势，从而揭示该领域的动态演进，

因此将两图结合能更加清晰直观地展现国内外在远程口译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及各阶段的特点。国内外发文量走势对比图及 Cite Space 聚类时区图 Time-zone

可视化结果见图 10、图 11 和图 12。

图 10  远程口译国内—外发文量走势

Figure 10 Chinese-foreign publications on remote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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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国内聚类时区图

Figure 11 Appearance times of keywords in China

图 12  国外聚类时区图

Figure 12 Appearance times of keywords in other countries

数据显示，远程口译的研究走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0—2002 年为第

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中心在西方国家，联合国及欧盟各组织进行了大量

的远程口译试验，属于远程口译的探索期，主要研究主题为“需求”，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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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口译的可行性研究（Pointon，1996：53；Kurematsu，1992：14-19）。

2003—2018 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国内外研究走势相似，处于平稳期，呈

蓄势待发的状态。此阶段对于远程口译的研究开始呈现多元化，由于西方远

程口译早期试验阶段所面临的各种技术问题逐渐得到应对或解决，所以在这

一阶段的西方研究已经转向认为口译员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姚斌，2011：

32-37）。研究主题集中在“基础医疗”“语言障碍”“满意度”“影响”“错

误”“沟通”“差异”等方面。中国在此阶段正式加入远程口译的研究行列，

出现了首篇远程口译介绍性研究（刘和平，2003：34-38）。国内早期研究

从电话口译开始，主要研究应对策略和译员能力，认为“显身性”的变化是

电话口译员有异于面对面口译的一大特点，可以通过“话语轮换”机制进行

口译节奏控制（张俊杰，2015：82-83）。此阶段国内研究的另一主题为市

场需求和知晓度。

从 2019 年至今为远程口译研究的第三阶段，新冠疫情的全球大爆发导致

远程口译的应用与研究被快速推动，国内外发文量一致呈现暴增状态，虽然

在 2023 年发文量有所回落，但也与之前的发文顶峰时期几乎持平。此阶段国

内研究主题较为集中，也更具时代背景，表现为技术性研究。由于远程口译

的突发性大量运用，导致平台缺陷暴露，所以此阶段平台升级和开发备受关

注，例如有学者基于 VC 技术设计语音传输质量更高的远程同传系统（华侃，

2020：14-15），也有将远程口译系统运用于口译教学的相关研究（卢信朝，

2020：76-84），热点话题包括“口译技术”“智能化”“元宇宙”“技术优势”等，

这些主题也是国内远程口译研究的最新趋势。第三阶段国外研究也有技术类

相关话题，但主要话题集中在“凝视”“停留时间”“口译服务”等，均以

视频远程口译为研究对象，因为国外电话口译的研究相对丰满，而视频链接

远程口译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Doherty et al.，2022），所以视频远

程口译中的视线分析是国外研究的最新趋势，因为谈话以外的资源（如凝视、

手势、头部和身体动作）在交际活动的共同构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Davitti 

& Braun，2020：279-302），这类研究可以通过眼动跟踪技术等实现（Doherty 

et al.，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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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 CNKI 数据库和 WOS 数据库中远程口译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作者、

机构和国家合作图谱，关键词共现，研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分析后得出以下

结论。

第一，从合作情况上看，国外在远程口译较长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形成了作

者和机构间较为成熟的合作模式，国内合作仍较为分散，但是新生力量间却有

强大的合作态势。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正在走向多元化和群体化。国内的主要

研究机构为高校，缺乏与社会机构间的合作研究。从国外情况来看，高校与社

会机构间的合作研究更能有效地推动远程口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远程口译研

究的主要国家包括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

第二，从关键词共现的分布和聚类情况看，国外研究更加多元化，代表性

热点词汇有 10 个，分别为医疗保健、满意度、语言、沟通、感知、差异、语言

障碍、服务、通道和现场。国内热点词汇标签性更强，排名前 5 的热点词汇包

括应对策略、口译技术、交际特征、显身性和知晓度，其中口译技术是目前国

内该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

第三，从发展趋势来看，国外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1990—2002 年为远程

口译的探索性研究阶段，主要研究围绕市场需求和可行性展开。2003 年开始中

国正式加入远程口译的研究行列，直至 2018 年为远程口译的平稳研究阶段，这

一阶段国内外文献量走势相似，研究特点是将口译员看作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2019 年至今是远程口译的爆发性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内研究更具时代背景，

最新的研究趋势为口译技术、智能化、元宇宙、技术优势，而在此阶段国外的

重心向视频远程口译靠拢，最新研究话题包括凝视、停留时间、口译服务。

由此可见，国内外在远程口译的研究进程中总体上都是从研究电话口译和

市场需求度起步，随后进入视频远程口译的研究。技术性是国内外都关注的一

个问题，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末之前通过大量的可行性试验对技术问题进行验证

和改进，而我国现阶段对技术的研究主要是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探索未来更

优化、更具时代性的先进系统。在未来的远程口译研究中，我国应该加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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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远程口译相关社会机构间的合作，拓展研究领域，广泛应用实践性手段，以

推动远程口译在我国的实践发展和学术研究。现有研究结果显示远程口译相比

面对面口译更加困难，但是挑战性多存在于翻译手段和技术上，语言组之间并

不存在差异，因此在未来，或应关注远程口译中技术和胜任力方面的研究，以

达到降低沟通壁垒，提高工作质量的目的，以期为学界和业界提供理论指导、

培训框架以及从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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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Remote Interpreting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ite Space

Li J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ZU), Shen Zhen

Abstract: Since 2019, the research of remote interpretation has entered an 

explosion period at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and trends of such research has played a guiding role in the 

industry and academia. This article visually analyz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remote interpretation in the Web of Science and CNKI database through Cite 

Space the software, and through comparison reveals that independent research 

is mainly carried out in China, but emerging forces have formed a cluster 

phenomenon; while foreign research topics are more diversified, among which 

the most popular research background is the medical field, followed by the 

legal, while domestic research is more labeled. Technicalization is a topic that is 

concerned at home and abroad; while research on interpretation technology is 

the latest trend of domestic remote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the main research 

trend abroad has shifted from telephone interpretation to the line of sight 

research in video interpret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focus more on 

research on technology and competence, so that the technical barriers of remote 

interpretation could be turned into technical advantages.

Key words: Remote interpreting; Cite Space; Visu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Recent tre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