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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语言应急服务能力建设 
——以中外实践情况对比为例 

梁永宁    卢梓君 

 

摘要：本文从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性出发，通过美国、日本和国内应急语言服务实践情况进行对比，就如何加强我国的应急语
言服务建设，提出网络技术服务、应急语言教材、应急语言人才培养和语言应急机制和预案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最后强调指出，
以此为契机，把语言应急机制纳入突发公共事件防控工作，尽快提升各行各业的语言意识，使应急管理工作更加顺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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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语言服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桥梁角色，而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让“应急语言服

务”这一概念应运而生，作用凸显。国内语言服务专家学者们已就

此展开讨论，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即是应急语言服务保障体系的

建立健全已势在必行。 

一、“应急语言服务”重要性 
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服务中的语言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应急语

言能力不仅体现国家语言能力水平，而且还展现国家应急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2]。如此次 2020 年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病毒疫情

大流行。此次疫情期间，语言服务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对于那些通

用语言能力有限的人，无法及时获取准确、有用的信息。尽管我国

有不少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远不理想，存在短板

和不足：缺乏一套有效的应急语言预案，相关的法制机制不完善、

资源建设不充足、统筹整合不充分。应急语言能力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具有重大作用。国际上对语言应急管理的相关研究十分重

视，关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语言机制多方面开展了许多研究。Patrick 

Cadwell 和 Sharon O'Brien（2016）的研究提出了翻译是灾难中一个

高度情境化的过程，主要是由志愿者进行的书面和口头的语言间和

跨文化迁移[3]。另外国际上对此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制定国家

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机制和预案，或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加入语言

应急内容和条款。 

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足，因此，“应急语言”亟需被重

视，我国应该加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建设。另外，新冠肺炎被某些

国外媒体冠以“武汉肺炎”进行歧视性报道，网络谣言频现，防疫

宣传标语中出现语言暴力等问题，都表明应急语言能力在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不能缺席[4]。 

二、国际的应急语言服务实践 
美国是国家语言能力较强的国家之一。在“9·11”事件发生

后，美国意识到国家语言能力的不足和危害，因此大力建设国家语

言能力，尤其是建设了不同类别的语言人才数据库。由于应对语言

的人才资源不足以及不能满足政府需求，美国政府着手建立国家语

言服务团。这说明语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

要作用。另外，美国语言服务团的志愿者除了提供语言服务外，还

可以接受额外培训、获得认定证书等。如果被录用为正式团员，还

能根据提供服务的工作量，得到经济补偿[5]。 

日本也曾因为地震等灾害频发，所以注重灾害应急援助 2019

年的《防灾基本计划》中要求国家完善多语言环境。多语言服务已

经进入日本灾害应急政策体系，目前已实施的措施有：日本政府平

时重视应急语言服务教育与备灾，主要有编写多语言防灾手册、制

作多语言应急求助卡片、开发灾害应急语言服务资源与平台、多语

言资源建设以及语言志愿者招募和培养等方式[6]。灾前通过灾害警

报手机应用和多语言网络信息平台等信息发布方法，灾时以多语言

中心、多语言报警求援、多语言现场救援以及多语言咨询热线等方

式构建一个灾害应急语言服务内容体系。为外国人提供简明日语的

服务，大幅度地提高了他们应对灾害相关信息的理解率。 

可见，美日针对应急语言服务建设已经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

验，我国可以根据国情从本土的已经语言服务短板出发，学习各国

优秀做法。 

三、国内的应急语言服务情况 
上文简要阐释了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应急语言服务工作方面做

得比较完善和系统的内容，从而可以更好地和我国当前应急语言服

务作一些比较。目前，结合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我国也开

展了一系列的针对“抗疫”的应急语言服务事宜。例如在本次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中，在教育部与国家语委指导下，北京语言大学语言

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等科研机构及商务印书馆、科大讯飞公司等企

业组建的“战疫语言服务团”研发并推出《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

《疫情防控外语通》《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等语言产品；齐鲁医

院医疗队编写的《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对促进医

患之间的有效沟通起到重要作用；讯飞输入法研发出武汉方言转普

通话的功能，运用人工智能抗击疫情[7]。但从与其他国家对比来看，

我国在这方面仍然是做得不够完善，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首先，面对国际的成功经验，我国在这以前没有及时充分借鉴，

对于应急语言服务在全方位上的重要性缺乏深思。 

其次，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及处置时，目前我国尚没有一套

有效的语言应急机制和预案，在本次新冠疫情当中就有所体现，当

全国已经普遍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时，应急语言服

务团的启动是自发的志愿行为，没有预先的组织到展开到有序行动

等的措施；待到武汉市全面“封城”时，更是仓促上阵，出现资源

配备不足、分工慌乱等问题。 

最后，则是关于各类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研究上有待加强，

以往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结构，较少研究各领域的语言应用问题，

缺乏实际的应急经验，这一点仍需提高。 

四、针对“应急语言”的建议 
通过此次疫情事件，我们可知湖北方言复杂，外地人不易听懂，

严重影响医患沟通，以及在华外国人因为语言障碍未能准确了解当

地疫情信息和防护政策，因此深感突发公共事件防控中应急语言的

重要性。我国当前在各类应急预案措施上已比较完备，但是缺乏“语

言应急”这一板块，因此笔者认为以下应为必要之举： 

在应急语言的网络技术服务方面，应该考虑各类渠道来加以辅

助，如通过电话、网络媒体、微信公众号等来发布应急语言的相关

信息；在语言类的 APP 内增加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语言的栏

目，包括普通话、各地区方言、多门外语等。让公众在日常就有所

涉及这些知识，也拓宽大家的应急语言知识面，充分运用现代技术

来完善语言应急服务。 

在应急语言教材方面，可以在国内对外汉语教材或其他国内课

本中增加突发公共事件的相关应急语言内容，作为语用教学的一部

分，包括疫情、地震、台风等，在日常中提高学生们的应急语言知

识，有备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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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52 页） 
在应急语言志愿服务团方面，合理规划外语教育，注重培养多

语言人才，将语言研究人员作为服务团的核心力量，重点培养非通
用语种人才，在有必要时招募紧急志愿者集结，开展各类的应急语
言服务。 

在语言应急机制和预案方面，将语言应急内容归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使之合规合法，以及
设立专门的应急语言研究基地，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结合互联网、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应急语言研究项目等方式，健全应急
语言服务体系。 

结论 
应急语言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能力，提升应急语言服务能力

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面对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刻不
容缓。它是提高国家应急语言综合能力的象征，也是面对突发事件
时，以此衡量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建设的水平。我们应正视并重视国
家应急语言能力需要不断地提升，并适时有效地提出提高应急语言
水平的举措，逐步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我国语言事业的
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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