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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基于1,265册商务英语教材和541篇论文，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商务英

语教材发展和研究现状。研究发现，70年来商务英语教材发展呈现三个特点：1）经历了初

创、发展、繁荣、成熟四个不同阶段；2）教材种类涵盖八大类，且听说类教材最多；3）教

材重点从语言技能转向语言、商务、文化的交融。商务英语教材研究呈现两大特点：1）发

表的论文量多质低，近10年来数量增长较快，这与《国标》和《指南》发布等关系到商务

英语发展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2）教材研究重点分散，缺少深度专题研究和数据实证研究。

本文建议，今后商务英语教材从四个重点加强建设，从三个方面开展教材宏观和微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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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高等外语教育事业不

断发展，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截至2020年，

我国已有403所高校设立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 2。

201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以下简称《国

标》）和2020年发布的《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有力地促进了商务英语

人才培养、专业发展、课程与教材建设。本文采

集1949—2019年的商务英语教材出版和期刊论文

发表数据，分析和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商务英

语教材建设与教材研究的现状和特点，提出今后

商务英语教材建设和教材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以

期为国内商务英语专业发展和教材建设提供一定

启示。

2	 文献综述

国外外语教材编写多数基于建构主义和人本

主义学习理论，遵循交际型、功能型、任务型教

学原则，注重提高学生的合作和思辨意识，培养

其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国外商务英语教材研究

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商务英语教材文本特征

研究，如教材文本可读性（Razek & Cone 1981）、竞

争类习语的变体（Parizoska & Rajh 2017）、不同文

本体裁的词汇量差异（Hsu 2011）、隐喻的类型与选

择（Sznajder 2010）等；2）对商务英语教材交际性的

探讨（Hacikyan & Gill 1979；Ikegashira et al. 2014），

如教材中的礼貌性标记和结构（Alemi & Razzaghi 

2013）、性别刻板印象（Rahim 2004）、跨文化交

际能力培养（De Onate & Amador 2013；Stranger-

Johannessen 2015）、跨文化内容的结构层次与表现

（De Onate & Amador 2013；Pashmforoosh & Babaii 

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阐释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
18AYY011）的成果。

2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2020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见教育部高教司官网http://www.moe.gov.cn/srcsite/
A08/moe_1034/s4930/202103/t20210301_516076.html（2020 年 4 月 30 日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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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商务英语教材需求分析，如市场需求

（Zurita 2018）、学生需求（Alhasani 2017）和职业

需求（Evans 2012，2013）等；4）商务英语教材

建设与评价研究，如探讨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

教材之间的关系（Nam et al. 2010；Tarnopolsky 

2015）、构建商务英语教材评价的整体框架（Chan 

2009），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商务英语教材建设

与研究现状如何，需要系统梳理、总结和反思。

3	 研究问题、数据与方法

3.1 研究问题

本文重点回答三个问题：1）新中国70年来商

务英语教材建设现状如何？ 2）新中国70年来商

务英语教材研究有何特点？ 3）新时代商务英语教

材建设与研究应该把握哪些重点？

3.2 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分为两类。第一类教材出版数

据为新中国70年来国内出版和在售的商务英语

教材，通过Webharvy网络爬虫工具抓取，提取

了“商务”“外贸”“经贸”“商贸”“英语教材”

等12个关键词，时间跨度为1949—2019年。数

据收集结果显示，1983年以前的数据缺失，最后

实际统计年份区间为1983—2019年，数据总量约

5,800余种教材 1，合并处理后最终得到1,265种教

材。此外，笔者还对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商务英

语教材和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综合商务英语教材

进行案例分析。第二类论文数据为新中国70年来

发表的商务英语教材论文，主要以CNKI收录的

文献为主，对全部商务英语教材研究论文进行统

计分析，时间跨度为1949—2019年，检索关键词

为“商务”“经贸”“外贸”“英语教材”“教程”

等。数据收集结果显示，CNKI收录的第一篇商务

英语教材研究论文发表时间为1997年，在此之前

没有商务英语教材相关论文发表，因此，最终实

际数据区间为1997—2019年，共得到541篇商务

英语教材研究论文。

3.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归纳出

1,265种商务英语教材的出版趋势和类别特点，对

具有代表性的商务英语教材进行案例分析；对541

篇涉及商务英语教材研究的论文进行发文量统计，

并在此基础上采用Citespace软件对70年来发表的

238篇标题含有“商务英语教材”关键词的论文高

频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出10类教材研究主题，

最终归纳出商务英语教材研究的三个主题领域。

4	 结果与讨论

4.1 新中国70年来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特点分析

4.1.1 教材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国内商务英语教材出版大致经历了四个发

展阶段：初创阶段（1949—1978）、发展阶段

（1979—2000）、繁荣阶段（2001—2018）、成熟阶

段（2019年以后）。前两个阶段的商务英语教材出

版刚起步，并开始发展，到2000年，全国一共才

出版了14种商务英语教材，对此，我们不作详细

分析。到了繁荣阶段，改革开放已经几十年，我

国已加入WTO，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极大地

促进了商务英语教育发展和教材建设。2007年，

教育部首次批准设立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在

2001—2018年之间，全国共有393所高校开办了

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学习商务英语课程的各类在

校大学生人数超过20万。社会学习者也学习商务

英语，对商务英语教材市场需求巨大，其编写和

出版增长较快，共出版了1,128种商务英语教材，

平均每年出版约63种教材，商务英语教材呈现

增长的趋势（见图1）。2018年，教育部颁布《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促使全年出版教材数量达到顶峰（146

种）。在成熟阶段，中国迎来新中国成立70年，

我国的商务英语教材出版发展迅速，2019年商务

英语教材出版量达93种。2020年4月，《商务英

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发布，对商务英语专业建

设以及课程和教材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 搜索数据库为“读秀”，搜索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0 日，搜索关键词为“英语教材”+“商务”“外贸”“经贸”“商
贸”“经济““管理”“金融”“财务”“会计”“贸易”“函电”等。我们对同一个出版社、同系列不同等级的教材，同一类教
材的教师用书、练习册和配套书，同一类教材的不同版本进行了合并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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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出版教材类别特点

统计结果显示，商务英语教材类别分布呈现

出以下四个特点。1）教材类别丰富，品种齐全，

主要分为八类：商务综合、商务翻译、商务听说、

商务写作、商务阅读、商务知识、商务备考和商

务词典。2）听说导向鲜明。从表1可以看出，商

务听说类教材最多（25%），其次是综合类（17%）、

商务备考类（13%）、商务阅读类（12%）、商务

翻译类（11%）、商务知识类（11%）、商务写作类

（10%），商务词典类最少（1%），反映出商务英

语教材编写侧重语言技能训练，尤其是听说技能

训练。3）商务知识类教材开始受到重视，占比为

11%，说明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从课程教材

上得到体现和落实，一批适合商务英语专业学生

学习的商务知识类教材满足了人才培养和课程建

设的需要。4）社会读者对商务英语学习的需求旺

盛，商务备考类教材市场规模大（15%），此类教

材针对性强，全面涵盖了各类商务英语考试，以

剑桥商务英语考试（BEC）教材为代表。

图1 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的历史变化特点分析

表1 商务英语教材类别分布统计

类别 商务听说 商务阅读 商务写作 商务综合 商务翻译 商务词典 商务知识 商务备考

数量 314 152 128 219 142 10 132 168
占比 25% 12% 10% 17% 11% 1% 11% 13%

4.1.3 代表性商务英语教材特点

1）新中国首部商务英语教材

研究显示，新中国第一部商务英语教材出版

于1958年，名为《对外贸易简明英语会话》（时

代出版社），由对外贸易部人事局教育处针对外派

的外贸干部编写，是根据外贸业务工作需要而编

写的培训教材，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官方性。全

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日常用语”，包括

“寒暄致意”“问答”“介绍”等九类；第二部分

是“会话”，包括“天气”“约会”“旅行”“海关”

等14类；第三部分是单词，包括“饮食”“服

装”“运动”等13类；第四部分是附录，分“政

治机构”“国际团体”“新闻社和报章杂志”三类。

书中所有词句都附汉语译文。话题主要以普通商

务英语沟通为主，不涉及贸易、金融、管理等专

业英语和知识，是学习商务英语口语的基础教材。

该教材的编写理念对我们今天编写商务英语教材

具有参考价值，即教材内容突出商务英语的通用

性，强调商务口头沟通能力，重视学生对通用商

务词汇的掌握，着重呈现国际商务基本知识。

2）新时代典型商务英语教材分析

进入新时代，商务英语教材编写质量不断提

高，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商务英语教材。例如，

《新标准商务英语综合教程》（外研社，2019）是

目前国内综合商务英语核心教材的代表作之一，

由外研社从培生集团引进并改编，课文全部取自

《经济学人》期刊，语言地道，可读性强。教材改

编以《国标》为依据，不仅注重语言地道性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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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体系完整性，而且特别强调课程思政和思想性，

结合中国的课堂教学实际和现代职场要求，做到

了“两个瞄准”（瞄准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目标和

定位，瞄准商务英语复合型和应用型培养模式）、

“三个对接”（对接商务英语专业1、2年级基础阶

段，对接语言基本功训练，对接综合商务英语核

心课程）和“四个突出”（突出人文和商务专业素

养，突出思辨创新能力，突出跨文化交流能力，

突出国际商务实践技能），很好地满足了综合商务

英语课程教学的需要，并补充了中国特色话题写

作、中国商务文化知识介绍、中国商务案例分析

等课程思政内容。

《商务英语综合教程（第二版）》（外教社，

2018）是国内自主编写的精读课教材，体现了

《国标》的培养目标，着重打牢语言基本功，突出

商务专业素质与人文素养并重。选材和编排不仅

注重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而且注重思辨

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强调语言、文

化与商务三者的有机融合。语言知识与技能、商

务知识与技能、文化知识按不同比例分配，循序

渐进，与其他商务英语技能课程和商务类课程的

有机衔接，兼顾语言学习、商务通识、外国文化、

中国文化。课文长短适中、语言精练、思想内涵

深刻、可读性强，充分反映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和

互联网时代的特点。该教材贯彻任务教学法、案

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训练学生的交际能力、

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充分体现当代外语教育教

学思想，突出信息技术和网络多媒体的应用。

4.1.4 新中国70年来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特点小结

从新中国的第一部商务英语教材诞生至2019

年，商务英语教材建设走过了62年的历史，教

材建设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1）出版数量不断增

加，主要受商务英语专业建立、《国标》和《指

南》颁布、“双万计划”、新文科建设等重大事件

或倡议影响；2）类别齐全，听说类教材比重大；

3）早期商务英语教材突出语言技能导向，而新时

代商务英语教材以《国标》为指导，强调思政性

和思辨性，注重语言、商务、文化的融合。

然而，商务英语教材建设也存在不足之处。

第一，出版类别不均衡，语言技能类居多，商务

知识类偏少，特别是适用于外语专业学生的全英

文商务知识教材不多。第二，教材内容行业特点

不突出，多为高校出版社按教学大纲体例编排，

按传统的语言技能进行分类，国际化程度不高、

实用性有待加强。第三，教材使用对象范围较窄，

主要为在校大学生，适合企业培训或社会人员自

学的教材不多。第四，教材的数字化程度不高，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材还处于开发阶段，慕课、微

课、直播课等新型数字化教学形式发展较快，但

数字化教材缺乏。

4.2 新中国70年商务英语教材研究特点分析

4.2.1 发文量统计分析

对历年发表的商务英语教材研究论文的统

计结果显示，商务英语教材研究始于20世纪末，

1949—1996年的相关研究是空白，知网收录的第

一篇商务英语教材研究论文发表于1997年，23年

间共发表商务英语教材研究论文541篇，年均发

表23.5篇，但高质量论文较少，541篇论文中仅有

54篇C刊论文，只占论文总数的10%。从2007年

首次设立商务英语专业开始，教材研究呈现不断

发展的态势。2012年，商务英语专业被教育部批

准正式进入专业目录，随后五年商务英语教材研

究发文量较前五年增长了53%（见表2）。2017—

2019年发文量增幅放缓，但高质量论文数量占比

增加，说明我国商务英语教材研究的深度和水平

有较大提高。

表2 新中国70年来商务英语教材研究论文发表数量统计（1949—2019）

发文时间 2006年以前 2007—2011 2012—2016 2017—2019 合计

发文总量 55 155 237 94 541
C刊发文量 7 12 21 14 54

C刊发文量占比 13% 8% 9%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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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主题聚类分析

笔者对70年来发表的238篇标题含有“商务

英语教材”字样的论文高频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显示，商务英语教材研究集中在商务英语教

材建设、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材、商务英语专业

教材三个主题（表3）。

表3 商务英语教材研究主题聚类分析

总主题
发文
数量

分主题
发文
数量

代表性论文

商务英语
教材建设

90

商务英语专业核心教材建设 47 贾和平（2012），莫再树、孙文娟
（2010）等

商务英语教材评估 28 宋海玲（2017），孙亚、王立非
（2013），赵芳（2005）等

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 15 潘洁、翟红华（2018）等

高职院校
商务英语
教材

76

高职商务英语教材需求分析 26 吴吉东、王云霞（2012），刘青春
（2010）等

高职商务英语课程设置与教材 20 袁谦（2013）等

高职商务英语教材存在的问题 16 阮晓文等（2017）等

高职商务英语教学与教材使用 14 曾艳（2014）等

商务英语
专业教材

72

商务英语专业教材内容 33 顾维勇（2007），俞建耀（2015）等

商务英语专业教材编写思路 26 宋海玲（2011），游金干、何家宁
（2016）等

商务英语专业教材出版 13 陈坚林、赵学旻（2003）等

从表3可以看出，教材建设受关注程度最高，

直接论述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的论文达90篇。其

中，有47篇论文探讨本科或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

业核心课程教材，包括商务英语写作教材、商务

英语翻译教材、商务英语综合教程和全英文商务

知识教材等；有28篇论文探讨教材评估体系；有

15篇论文探讨教材与教改。例如，贾和平（2012）

研究了商务英语翻译教材建构模式；莫再树、孙

文娟（2010）总结了商务英语写作教材的发展历

程、特点和问题；宋海玲（2017）探讨了应用型本

科商务英语教材的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孙亚、王

立非（2013）以隐喻使用为评估要素，对《商务

英语综合教程》进行微观评估和内部评估；赵芳

（2005）探讨了全英文商务教材的选用和评估。

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材一直是研究热点。统

计结果显示，共有76篇论文涉及高职院校商务英

语教材的需求分析（26篇）、教材与高职商务英语

课程设置的关系（20篇）、高职商务英语教材存

在的问题（16篇）、高职商务英语教学（14篇）等，

主要原因是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发展相对较早，

专业点超过500个，编写适合高职院校特点的高

质量教材成为研究重点。例如，刘青春（2010）探

讨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材开发和出版趋势及模式；

阮晓文等（2017）探讨了高职院校商务英语听力

教材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吴吉东、王云霞

（2012）调查分析了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教材现

状；袁谦（2013）对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核心课

程教材定位进行了思考。

教材研究还聚焦商务英语专业教材。统计

显示，探讨教材编写的论文共有72篇，主题包

括：商务英语专业教材内容（33篇）、教材编写思

路（26篇）、教材出版（13篇）等。如陈坚林、赵

学旻（2003）探讨了商务英语专业立体化教材的研

发；顾维勇（2007）评述了几种商务英语翻译教材

与翻译案例的错误；宋海玲（2011）分析了教材策

划的要点和建议；游金干、何家宁（2016）探讨了

面向词典编纂的商务英语教材语料库建设；俞建

耀（2015）研究了国内典型商务英语写作教材的互

文性。

分析显示，商务英语教材研究主要存在以下

四点不足。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缺少对教材

本身特征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多关注教材建设、

评估、教学内容、教材编排等，极少关注教材的

选文思想性、体裁、隐喻、可读性、叙事等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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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第二，从研究角度来看，大部分论文从编

者或教师角度出发，指出教材建设、编写、出版

等方面的不足，提出相关改进建议，很少从使用

方学生、需求方市场或行业的角度调查和考察教

材质量对商务英语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今后应

该加强教材对人才培养质量作用的探讨。第三，

从研究层次来看，主要集中在高职高专的商务英

语教材，对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商务英语教材研

究偏少，可能是由于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开办

较早，发展历史长，已出版的教材较多，在实际

使用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引起了学者关注。第四，

从研究方法来看，教材论文主要以主观分析和经

验体会为主，基于对教材内容、教材质量、教材

使用情况等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少。

大多数论文的探讨欠缺深度，比较宽泛，基

于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少，很少有对商务英语技能

类或商务知识类教材或针对某套教材的专题研究，

深入探讨商务英语教材的编写理念、编写特点、

内容编排的论文不足。

4.3 新时代商务英语教材建设与研究建议

4.3.1 教材建设建议

根据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研究结果，我们提出

四点建议。第一，贯彻国家提出的教材建设方针，

强化教材思政性和价值观引领。第二，加强多元

需求分析，提升教材编写的针对性，充分了解学

生的专业学习和未来职业发展的期望，研发适用

于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全英文商务知识教材，加

强教材研发的行业内容和实用性，扩大教材使用

对象的范围，开发适合商务英语培训或社会读者

自学的教材。第三，根据国家“十四五”发展规

划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提高教材的数字化程

度，开发线上线下混合式教材等，按照《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9年线下、线上线下混合

式、社会实践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工作的通

知》（教育厅函 〔2019〕 44号）要求，打造五大类一

流商务英语课程教材，推出一批优质教材。第四，

开发符合“新文科”特点的案例型商务英语教材，

选取丰富的、真实的典型中外商务知识、商务文

化案例多模态资源，做到国外和本土案例平衡，

编写案例化商务英语教材，启发学生的思考角度、

广度与深度，提升思辨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商

务意识和素养。

4.3.2 教材研究建议

根据商务英语教材研究结果，我们有三点建

议。第一，加强对教材本身特征的研究。目前的

研究多关注教材建设、评估、教学内容、教材编

排等，极少关注教材的选文思想性、体裁多元性、

课文可读性、任务设计难易度、多元文化性等本

体特征。第二，加强从使用方学生、需求方市场

或行业的角度调查，考察教材质量对商务英语人

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质量的影响。第三，

加强对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商务英语教材研究，

关注高层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第四，加强商务

英语专业教材内容、教材质量、教材使用情况的

实证研究，为教材编写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和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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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B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utomated scoring of English speec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incipal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elucidates the areas for future studies, with the aim to offer some insight and suggestions on studies 

of automatic scor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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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8, after 17 years of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CEFR), the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ed the CEFR Companion 

Volume with New Descriptors, which once again attracted the researchers i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we adopted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to interpret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CEFR (i.e., the original 

volume and the companion volume)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Companion Volume not only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update of CEFR, but also serves as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s its worldwide application. Specifically, the Companion Volume could be an insightful reference for the 

extension of 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Scales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n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Keywords: CEFR; Companion Volume; mediation; sign language; diversity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Business English textbook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2019)
WANG Lifei & REN Jie……………………………………………………………………………………………………………………… 43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1,265 Business English (BE) textbooks and 541 academic paper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BE textbook publication and research for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E textbooks has shown three features:  

1) it has gone through four historical stages of initiation, development, prosperity and maturity; 2) it covers eight 

categories, with th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ones as the majority; 3) the focus has shifted from language skills 

to the intersection of language, business, and culture. Bussiness English textbook research shows two features:  

1) academic papers of BE textbook research are large in quantity but not very high in quality, with a rapid 

increase over the last 10 year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a series of major events such as the issuing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and “the BE Teaching Guide”; 2) the focus of BE textbook research is scattered, and there 

is a lack of data-based empirical stud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BE textbook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rom four focuses and macro and micro stud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Keywords: Business English; textbook analysis; current development; 70 year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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