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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言服务机制体制建设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而应急语言服务作为语言服务必不可少的功能，对国家安

全、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灾难救助、危机管理等不可或缺。

近年来，人类健康危险因素大幅增多、疾病的远距离跨境传播

愈发容易，新冠肺炎、人感染H7N9 禽流感、登革热、埃博拉

出血热等新发，输入和重点传染病疫情频发，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已成为一种“常态”，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经济社会

的发展，更直接影响了“健康中国”建设进程，极大地挑战

了政府的公共卫生应急能力。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语言服务现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语言应急主要是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

生时,利用语言(包括文字)以及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

术、语言标准、语言数据、语言产品、语言相关衍生品（李

宇明，2016）来参与应急处置的行为与过程，目的是避免局势恶

化和事态扩大。《国家语言文字事业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年)》将“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和语言援助服务”列为

重点工作之一。《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

指出，要“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

制……提升语言应急和援助服务能力”。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尽管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性历历可见，

如“最初的媒体发布、紧急动员、科普宣传，到全国援鄂、方言

手册、语言志愿服务团、语言救援，再到国内外各种疫情资讯报

道、国际舆情监控与技术文件翻译等”（王立非等，2020a：1），但

也暴露了我国应急语言服务体系不完善、应急语言人才不足，以

及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满足新形势的需求等问题。在此背景

下，加强对应急语言人才的培养、提升应急语言人才的应急模拟

操练、建立应急语言人才库和应急语言智库平台已刻不容缓。

2　顶层设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

2.1体系结构

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赖于政府、高校、

行业、企业等多方通力协作。以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来看，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语言服务的开展主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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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政府主导，广泛动员

各级政府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语言应急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设立相应的应急语言服务管理机构。整合社会资源，组织、发动

高校专家学者、卫生健康行业工作人员、社会志愿者广泛参与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语言服务，提高服务效能。

2.1.2常备不懈，预防为主

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做好人员、技术、

资料的储备，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语言资源知识库体系、人才

库体系、应急志愿服务体系。加强社会舆情、语言安全的分析研

判，实施动态监管，及时发现并化解危机，防患于未然。

2.1.3规范标准，依托技术

推进应急语言服务的标准化建设，构建应急语言服务组织体

系标准，确立语言服务应急保障标准。提升疫情应急语言服务管

理一体化能力，实现语言信息集中处理、语言资源统一发布、语

言服务人力统一调配。加强疫情语言服务软件开发、案例库和数

据库建设、语言服务咨询、行业调研等，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互联网+等技术，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形式语言服务。

由此可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主要包括

（1）政府应急部门中的语言服务岗位，他们具备较强的权威性和

资源调动能力，日常负责开展相关语言服务法律法规和执行方案

教育，突发事件发生时则根据各级政府的政策采取相应措施，提

供相关的语言服务；（2）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高校志愿者等，

在本次新冠疫情中，北京语言大学等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学生

志愿者们为国际合作抗疫提供口笔译服务，卫生健康部门的专家

参与疫情中英术语的编制，各地的方言志愿者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工作，为沟通交流提供便利；（3）语言服务企业，针对本次疫情

的调查显示（王立非等，2020b），“超过七成的受访语言服务企业

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疫情抗击，提供语言服务”，主要形

式有线上/线下口笔译服务、海外捐赠语言沟通、为外籍人士提

供咨询服务、疫情相关培训和移动互联网抗疫产品研发等。

2.2构建路径——搭建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库

语言应急管理部门要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工作

需要，确定应急语言服务的培训目标和培训对象，定期开展培训，

遴选专业人才入库。出现重大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后，直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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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库中调集应急语言服务人才，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服务保

障，入库对象主要包括：

2.2.1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政府各级部门应设立相应的应急语言服务管理岗位，或指派

具备丰富的信息发布、部门协调、宣传动员、舆情应对经验的

专人负责应急语言服务工作。

2.2.2医疗卫生行业人员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应根据自身的工作职责，筛选具有医疗

救援、流行病学调查处置、卫生监督执法、健康宣教、医患沟通、

心理疏导等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组建应急语言服务队伍。

2.2.3专业语言服务人员

鼓励高校和专业机构培养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开展应急口

译、应急笔译、应急术语管理、应急语言技术、国内外安全

管理标准、疫区防护与救护等培训，由语言应急管理办公室着

重筛选具备应急语言服务管理、应急语言大数据分析、小语种

以及聋哑手语服务翻译等能力的人员，建立专业服务人才清单。

2.2.4社会志愿者

鼓励社会语言服务智力资源参与到公共卫生应急处工作中。

由语言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组建线上线下的应急语言服务志愿服

务团队，着重选拔具有应急沟通咨询、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沟

通能力的社会志愿者。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

应急语言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塑造具有良好的应急语言服务意

识、掌握应急相关专业知识、拥有较强应急语言服务能力、身

心素质良好且跨文化能力突出的复合型语言人才（李迎迎，

2 0 2 0 ）。因此，应急语言人才培养应兼顾国内环境与国外形

势，充分考虑应急语言服务多样化、分层次、多方面的实际需

求，注重人才培养的系统性、阶段性及差异性，建构全方位、

立体化、复合型应急语言人才培养模式（李迎迎，2 0 2 1 ）。

3.1在基础教育中渗透应急语言能力理念

“如果说很多显性效果是出现在高等教育阶段，那么能力与

素养的培养则应更多地始于中小学阶段”（庄智象等，

2012）。应急语言服务应首先走进中小学课堂，将应急教育和

应急宣传融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夯实应急语言服务发展战略的

基础环节。

3.2高等教育培养应急语言服务高级专门人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 0 1 0 ）指出，

“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大任务，提升人才质量

应当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因此，高校应在现有语言教

学中增加应急语言服务课程，打造“应急语言能力+ 专业”人

才，通过设计融合语言技能、专业知识、国情文化、职业素

养的课程，使学生具备基本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包括汉语及方

言、外语以及基本的手语应急沟通能力。另外，在传统的语言

专业中增设应急语言服务专业，系统教授应急术语的创立、翻

译、建库及管理，应急语言表述的规范、文体与写作，应急

数据的统计分析与报道，应急语言服务的管理等技能（穆雷，

2 0 2 0 ）。

3.3 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借力于社会培训机构，常态化

培养志愿型应急人才队伍。《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明确指出：“国家鼓励、扶持具备相应条件的教学科研机构培

养应急管理专门人才。”政府、高校、企业通力合作，在传

统线下培训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 + ”时代的大数据资源，

提供多样的应急语言课程，向国内外有需要的组织、团体和个

人提供应急语言相关的短期或长期学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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