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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服务的概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语言服务成为各国企业贸易往

来，国际社会交往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语言服务在“一

带一路”的背景下，进一步推进了语言服务发展和研究。与此

同时，语言服务进一步推动“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交流”。

语言服务的概念和内涵经历了从最初探讨的“没有明确的概

念界定”到如今逐渐形成了完整、清晰、系统的定义。中国翻译

协会（2016）将语言服务定义为语言能力为核心，促进跨语言、

跨文化交流为目标，提供语际信息转化服务和产品，以及相关

研究咨询、技术研发、工具应用、资产管理、教育培训等专业化

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王立非学者在此定义的基础上，对语言服

务、语言服务学科、语言服务人才进行了再定位，并且提出高

校如何明确目标和定位，探讨培养高素质语言服务人的模式，

推进中国从语言服务大国走向语言服务强国的宏伟目标。袁

军对语言服务概念的界定是建立以翻译服务为基础、主体和

核心，强调语言信息转换，解决语言障碍的服务活动 [1]。屈哨

兵提出语言服务的概念由资源、业态、领域、层次和效能五个

方面构成，全面阐述语言服务的概念并在研究层面和实践层

面给予展望[2]。研究者提出的各种概念，都不约而同地定位到

几个关键的方面：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为企业提供信息的传

递、避免交流的障碍，从而达到企业之间在技术、资源、成本各

个方面的促进和发展。

2 中国语言服务业的发展

语言服务业作为语言服务业态系统中的一方面，受到了

很多学者的重视。王传英学者指出语言服务业包括翻译与本

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教学与培训、多语信息咨

询等四大业务领域。通过对语言服务和语言服务业概念的阐

述，让人们看到语言服务对于人才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外语语

言交流的层面，而是在语言与技术、语言与市场的需求方面，

中国需要培养懂语言，懂业务的综合型的外语人才。《2019年
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全国语言服务产业呈爆发式增

长，报告指出中国营业范围含有语言服务的在营企业有

369935 家。中国语言服务行业所涵盖的服务项目呈多样化，

其中语言服务提供方在信息技术（63%）、教育培训（52%）、政
府外宣（45.3%）方面的订单排名前三。在语言服务中，机器翻

译得到普遍应用，并获得 70%语言服务需求方积极的使用态

度。尽管翻译质量满意度总体偏低，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机器翻译在未来将会更好地促进的语言服务的发展。报告

指出全国 MTI 专业院校达 253 所和 BTI 专业院校达 281 所
涉及了笔译和口译两个方向，招生人数迅猛增长。但是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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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也指出语言服务企业面临的困难是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紧

缺和人才招聘成本高。从语言服务主要领域市场结构变化来

看，服务内容呈多样化发展。笔译和现场口译依然是主要的业

务领域。本地化服务近年来成为语言服务业的第二大业务。其

中包括软件本地化、国际化服务。言服务业在蓬勃发展的同

时，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这需要企业自身作出调整和转型，

也需要扩大学术界和企业之间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3 中国语言服务的研究现状

本研究在中国知网（CNKI）上高级搜索“语言服务”，一共

出现 2533 条相关论文，从发表数量来看，论文发表数量从

2010年开始，翻倍增长。2019年达到了 154篇。从发文量方

面，总体呈上升趋势，如图 1 所示。

图 1 1983 年—2020 年语言服务发表的论文数量

从检索结果看，最早提及“语言服务”的文章在语言服务

方面并未形成系统全面的研究。从被引用次数来看，语言服务

与外语规划，“一带一路”建设与语言需求，语言服务行业发

展，企业语言服务人才需求等方面的研究有较高的引用。2020年
关注的研究领域涉及了语言服务与中国企业“走出去”，互联

网与语言服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语言服务的内容。这

近 40年发表的论文，语言服务方面的研究涉及了各个方面。

其中包括：语言服务概念界定；语言服务国际研究综述；语言

服务行业现状、问题、发展、趋势研究；语言服务行业与 MTI
课程、技术；语言服务与翻译人才能力研究；语言服务与互联

网的研究；语言服务市场、人才需求研究；语言服务与行业需

求研究；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的研究等。语言服务在取得相

关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仲伟合、许勉君发表了《国内

语言服务研究的现状、问题和未来》，文章提出语言服务存在

研究输了不多，研究广度和深度有限、理论视角不够开口、研

究内容和结论相对零散、尚未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等[3]。张文、

沈骑在《近十年语言服务研究综述》中也指出同样的问题[4]。

4 口译实践活动调查

本科阶段的口译教学主要讲授口译基本知识、交替传译

和联络口译的技能。本研究初步对农业院校的 5 名大四英语

专业的学生进行了大学口译教学和口译服务实践活动的网络

一对一访谈。5名大学生自愿参加访谈。访谈的内容主要围绕

大学生对于大学口译课程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的评价、参与

口译服务实践活动的体会以及对未来的口译职业规划。针对

现有的大学口译课程教学，5 名大学生对大学口译课程以及

口译模拟实践课程的安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认为口译

模拟实践为他们提供进入口译职场的前期指导和训练，特别

是心理方面的准备。5名大学生都参加过口译服务实践活动，

在各项活动中担任陪同翻译。其中 1 名学生参加过 6 次大型

的活动，并且担任翻译工作。（亚太低碳高峰论坛，农博会，湖

南省援外培训，中非经贸博览会等）。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最直

接的收获是提高了口语表达的能力；临场应变能力；以及获得

了自信。同时他们也通过会后总结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比如希

望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双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这 5 名大学生都报考了 MIT专业的研究生，对自己未来的职

业规划都有较为清晰的目标。通过初步的访谈，研究者提出针

对大学口译课程的一些建议：大学口译课程需要加强行业专

业领域的教学内容的渗透。比如对于农林院校的学生，应该在

相关特色专业（农业、生物科技、农资、动物医学等专业）应该

培养口译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专业口译人才队伍的建

设，才能更提供更有效的口译服务。刘和平提出在新时期语言

服务人才的培养应该政产学研结合，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让

学校更快地适应市场，并且提出有效的教学内容和模式[5]。

5 结语

当前时代背景下，“为国家战略服务，为中华文化走出去

服务”是语言服务及其行业的历史使命。随着信息技术和语言

服务的发展和融合，外语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也面临了新的

机遇和挑战[6]。新形势下的口译教学需要不断探索复合时代

需求、复合学情的教学模式。并且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培养

更多具备专业素养，职场要求的语言服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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