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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带一路”战略转型与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双向性对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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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 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信息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

和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与触碰，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和生活日趋国际化。通过对“一

带一路”构想背景下的中国外语教育战略规划进行反思和研究，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中国基础教

育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轨迹和清晰脉络，明确中国外语基础教育发展规划的科学规律和政策趋向，

从而为今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精准定位和科学决策提供一些可行性的经验和建设性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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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语言”铺路；

而科学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就是实现“一带

一路”语言互通的一项重要该举措。该政策规划的

恰当与否和具体问题研究，应该围绕提升个体语言

能力和机器语言能力的需要展开，因为它不仅关系

到国家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国家政治、经济、科技的

全面发展，还关系到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2013 年

9 月和 l0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

路”)的重大倡议。迄今，“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实

施阶段，已有 50多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21 世纪以来，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外

语教育战略研究，一跃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基本

实证要素之一
[1](P126)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当

下，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了外语教育的重要性，把外

语教育规划与政策的制定摆在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

度，进而越来越重视本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毕竟，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中的语言

互通愿景与行动是实现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重要

内容。没有语言互通，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政策就没有任何意义。 

一、“一带一路”的语言地位 

实现“五通”，重在语言沟通。信息化时代，大

数据与“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促放大，故而“一

带一路”的规划，必须重视语言教育政策的实施与

规划。“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人才概念正在发生

变化，真正能使“一带一路”上“表情通心”的语

言人才，才是“语言+X”
[2](P11)

型的复合式人才。其

中的 X，要么是另外一种或几种语言，要么是专业

知识与技能。这样的人才培养周期长、要求高，不

能一蹴而就。在培养方略上，可先语言后专业，但

更应发展专业人才的语言能力。应开展语言普查，

或在人口普查中假如语言内容，建立国家语言人才

库和语言人才市场，广罗社会语言人才，甚至包括

国外的语言人才。努力实现语言人才的“培养、储

备、足用”
[2](P12)

的理想机制。 

多语人才个体语言能力的培养，是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的必备条件，而培养“一带一路”建设

所需要的、善于在全球化竞争中把握机遇和争取主

动的国际化外语人才，就必须具有国际视野、熟悉

国际语言规则。这种数量巨大的精通相关外语、能

用外语进行基本沟通的翻译人才其实就是实现语言

互通的主要途径。语种的多样需求和语言熟练程度

的掌握，主要表现在“一带一路”沿线 60多个国家

的项目建设和彼此沟通的密切程度上。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国家越多，劳动密集型建设项目就越

多，对通晓和熟练运用多种官方语言的外语语种需

求也就越大。 

面对上述迫在眉睫的需求现状，政府政策的引

导作用和学习语种的选择也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

情。双语、多语人才的培养，既要注意发挥人才市

场和语种实力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又要尊重

个人意愿。语言教育规划的咨询服务部门应为语言

学习使用者提供相应的预测和信息发布工作，做好

不同语言人才数量需求及其语种熟练程度教育资源

整理工作。“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预示着，“一带

一路”已不是一国一地之事，而是有关世界的大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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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未来，有关高校应根据市场需求和国家需求，

在已有的语种教育规划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新增分

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非通用语专业的系统设置

上，以实现中国与亚非建交国家官方语言的全方位

覆盖。 

这种培养外语专业人才的系统方法，要求有关

高校和相关企业采取多种合作的方式，做好投资、

贸易、交通建设、旅游等人才需求的规划，充分利

用语言技术，打造语言产业，共享语言红利。毕竟，

当下的人类语言交际，要重视搭建共用的语言技术

平台，采取强化培训的定向或委托培养的方法，适

时组建“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团，开发一些操作

便捷、及时、有效的语言服务工具，以帮助精通相

关外语的复合型人才更好地适应国外的务工生活。

总之，及时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外语人

才，是中国公共语言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个

体语言能力的有效提升既是“一带一路”语言理念

的命运共同体，同时也是实现语言互通、提倡互利

共赢、平等互惠的主要途径。 

二、“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正被推到国际

事务的前台，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

“一带一路”全球化背景下弘扬民族性，有效地把

中国的立场和观点介绍给世界的国际话语体系，并

在本土化过程中，为国家制定“兼蓄世界性”的语

言政策提供咨询建议。这不仅能为语言战略研究的

积极倡导和推动工作作出贡献，还能为国家成功实

现“走出去”的战略提供国际循环的参与要素。在

这一过程中，中西文化必须兼收并蓄。在“一带一

路”的建设构想中，中国正在由“本土型国家”向

“国际型国家”
[3](P118)

转变。这种新的外语人才需求

呼唤相应的紧贴语言生活实际与之相匹配。这里，

“中体西用”思想中的某些积极成分突出宏观视野

和战略层面，面向国家的全面发展大局，对于以“一

带一路”国家战略为导向的语言教育决策研究、制

定和实施极富启示意义。 

在国运昌盛的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华

文化进行自我表达。如果多语种的外语学习者在中

华文化需要表达、有机会表达的情形下进行了错误

的表达，那将负有历史责任。因而，“一带一路”背

景下的外语教育规划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发展乃至

中国语言学发展政策中的大问题。由于“一带一路”

的独特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需要

实用型外语人才的大量涌现，并且，据此实情来培

养实用型的外语专业复合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和人

力资源型的国家目标而努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

快和科技发达程度的提高，中国迫切地需要一批具

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端

外语人才。因此，当今外语人才的教育问题，不仅

需要结合专业实际的综合外语课程体系做铺垫，更

需要整个民族教育观念的转变，需要民族教育思想

上的进步和教育实践的推动。总之，所有这些愿景

都旨在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铺设语言之路，开

启语言相通、民心相通之门。我们的外语教育理念

应与国际接轨，在学界各位专家学者的帮助下，继续

把握机遇，开拓创新，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提高

语言教育政策的学术品味，用心续写精彩。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使得各国的深度合

作日益增多，也促使着沿线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更

加频繁。就现实而言，由于我国长期以来过分聚焦

于欧美语言的学习和传播，而忽略了对“一带一路”

区域性语言学习的关注，结果导致精通相关区域性

主体语言的人才严重短缺，这就使得服务于“一带

一路”建设需求的语言人才培养任务变得更为迫切

起来。具体实情剖析如下： 

其一，与国际接轨的专门的外语语言人才。周

知，外语是掌握西学的基础。根据当下的社会需求，

我们应把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定为初始培养目标。

“外语+专业”
[4](P50)

的培育模式是一种国别优势与外

语专业教学紧密结合的新尝试。针对这些专业人才

的培养与训练，不仅要以精通沿线国家主体语言和

相关地区部族语言的教育目标为己任，而且应当采

用外语进行教学，使其具有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和国

际视野，对当地的政治、制度、风土文化、人情地

势逐渐熟悉、乃至了如指掌起来，以满足各种复杂

情势下的语言需求。这一目标为专门外语语言人才

的培养开拓了新的目的语环境，建构起一种走出背

记式教学的中国外语教育政策体系，这个推动进程

是有时代意义的。 

其二，“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一带一路”

建设对外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提出了新的明文规定：

“高等学校的外语专业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外语语言

素质和广博精进的文化价值常识，要能熟练地通过

语言智库和现代信息技术，向各国各族的工程技术、

外事经贸、文化科技、交通运输、法律政治、文学

艺术等部门提供各种语言服务，把社会需求与语言

服务对接起来，适时将自己打造成随时随地都能从

事翻译、研究、管理、教学等跨国工作或国际业务

的复合型人才”
[4](P52)

。可以预期，该目标是“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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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建设向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知识产权经济初

见端倪的新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意在推动外语

教育与“一带一路”的有效衔接。具体说来，复合

型人才主要是指具备掌握了俩种专业实用技能的人

才，而复合型就是多种学科间的交融、复合和渗透。

“外语+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就是在持续学习外语

的前提下加载另一个专业方向，专习一艺，将专业

方向的格致、商务、术语、算学嫁接到外语课程的

学习材料中去，使其外语课程具有某一专业领域的

方向性。因此，“重点扩大复合型、应用型、技能型

的外语人才培养规模”
[5](P39)

的思路，是符合“一带

一路”建设现实所需的；它可以优化学科专业、类

型、层次结构，并促进多学科的融合和交叉。与此

同时，外语-文学/语言学的学科内复合多样性与外

语-其他学科间的外复合适应性，也有助于外语人才具

备选择多个语种和多个工作领域的跨文化外事能力。 

三、“一带一路”的战略转型对中国外语教育

规划的启示 

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新航标代表了

中国 21 世纪外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方向，同时也

对周边其他国家的外语教学工作产生了很重要的影

响，被誉为是中国 21 世纪外语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

和里程碑。这项外语教育政策的出台，尽可能扩大

了外语教学的语种范围，统筹、分析了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语言生活和人文交流对语言文字的需求及其

对策，有利于保证我国外语教学水平与质量的整体

提高，促进新世纪国际间的合作和互通有无。但是，

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却存在不少瑕疵。一个多世纪

以来的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

道路，如：外语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由于受到国际政

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影响，缺乏科学规律的指导和

规划；师资建设和外语教育衔接的严重不协调，致

使外语教育投资的成本与产出在宏观上处于失衡的

无序状态。针对以上种种问题，中国外语战略研究

中心的专家、教授们从国家需求、区域布局、语种

排设、课程设置、语言智库建设等方面，共议了中

国的外语教育改革、规划与布局大计，明确了当前

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要从我国“一带一路”话语体

系的多元教育战略高度来规划。 

（注：本研究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

教育研究中心第八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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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rious reflection on the Chinese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Belt One Road ”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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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 education and lif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with the deepening progress of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mulch-polarization, economic information 

along with the communications among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whose frequent touch with each other has 

achiev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After giving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upon the Chinese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One Road ” Initiative, we can clearly figure out the historical 

trail and distinct venation of our Chinese preliminary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to some degree.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can provide some feasible experience and constructive solutions to the precise positioning and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on our basic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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