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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缅甸若开邦皎漂的汉语传播现状

曹欢

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  要 ]2017年以来，中缅两国就共建中缅经济走廊达成共识并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中缅经济走廊源于两国早期的互联互通合作实践，

符合缅甸国内发展和 “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同需求。当前，中缅经济走廊确立了基础设施、跨境经济合作区、人文交流和数字丝绸之路等重

点合作领域，有着明确的发展方向。皎漂，作为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中缅两国在当地各领域的合作也越来越多，这

刺激了当地民众对汉语的学习需求，汉语在当地的传播也有着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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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皎漂概述

皎漂位于缅甸若开邦中部，被视为缅甸西部沿海地区的一颗“明

珠”。它面朝印度洋，地理位置优越，皎漂港自然水深近 24 米，可

停靠 25 万至 30 万吨级远洋轮船，属天然良港，紧邻港口的陆地平

坦开阔，适宜开发。皎漂最早为中国民众所知，源于中缅油气管道

的规划和建设。管道起点正位于皎漂港内的马德岛。2011 年缅甸民

选政府执政后，在全国规划建设三个国家级经济特区，皎漂经济特

区即是其中之一。根据缅甸政府的构想，皎漂经济特区的开发建设

包括深水港、工业区及住宅区等三个项目。2015 年 12 月 30 日，时

任缅甸巩发党政府宣布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与泰国正大集团等

企业组成的中信财团赢得皎漂经济特区深水港与工业区两个项目竞

标。若开邦是缅甸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皎漂经济特区项目规

划一提出，就备受关注，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笔者于 2020 年 1 月

到 8 月到若开邦皎漂青少年技能培训中心担任汉语志愿者教师，笔

者发现不仅是皎漂地区的民众，还有来自若开邦其他地方的民众，

对学习汉语的热情都很高涨，学习的积极性极高。

二、汉语传播平台及传播者—中信联合体与汉语教师志愿者

20 世纪 90 年代，中信集团开始进入缅甸市场，为当地建设了

实皆省德畔塞水电站、耶瓦水电站和勃固省多功能柴油机厂等项目。

2006 年多功能柴油机厂项目竣工后，中信集团开始规划如何进一步

拓展缅甸市场，继续推进中缅经贸合作。根据 2009 年 12 月中缅

双方签署的《关于皎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水港、铁路项目合作备

忘录》，中信集团于 2011 年向缅甸政府提交了皎漂特区概念规划和

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但项目此后由于缅甸政府原因暂时陷入停滞

状态。2014 年 9 月 29 日，缅甸政府就皎漂项目面向全球公开招

标。中信集团联合泰国正大、中国港湾、招商局、天津泰达、云南

建工等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组建竞标联合体，最后中信联合体中标

皎漂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但 2016 年 3 月底缅甸政府执政党更迭

后，长期未能组建新的特区管理机构，皎漂项目的谈判停滞一年之

久。此后，经过多方努力，缅方终于重启谈判。2017 年 4 月，在

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中信集团与缅方共同签署关于开发实施皎漂

特别经济区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的换文，缅甸新政府确认了中信联

合体的中标结果，为后续与缅甸新政府的谈判奠定了基础。2018 年 

11 月 8 日，双方正式签署深水港项目框架协议文本。据统计，从 

2015 年 1 月被缅方确定为“首选竞标人”直至最后项目签约，中

信集团与缅方进行了几十次的正式商务谈判以及百余次的非正式会

谈。在长达 4 年多的漫长征程中，中信集团竭尽所能做实、做好各

项工作，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与皎漂特区管委会以及相关缅甸政

府机构开展友好协商，一步步地将项目往前推进，最终中缅双方就

皎漂深水港项目达成一致，项目得以在 2020 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

访缅期间正式签约。

中信联合体投标 5年内已累计投入约 400 万美元用于在皎漂开

展公益和民生项目，包括捐款设立基金为当地农户提供低息贷款，

捐赠救灾物资并提供直升机水灾救援服务，免费为当地青少年提供

职业技能培训。根据中信联合体的投标文件，皎漂项目启动建设后，

中信联合体在前 5 年，每年将投入 100 万美元、后续每年将投入 50

万美元，用于在皎漂当地开展民生和公益项目，为皎漂人民创造更

好的生活条件。

2019 年 9 月 9 日，中信联合体、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缅甸民盟教

育网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皎漂青少年技能培训项目成立，为当地

民众开办了电工技能班、英语班和汉语班。2019 年 12 月，笔者和

另外一位教师由东方语言与商业中心孔子课堂派往皎漂任教，承担

为当地社会民众和政府人员教授汉语课程的任务。新冠疫情期间，

线下汉语课程暂时停止，但在众多热情好学的皎漂青年人的呼吁下，

开办了线上网络课程并顺利结业。

三、皎漂汉语学习者

缅甸皎漂汉语培训班的学员均是成人，学员构成大致分为自由

职业者、大学生、银行职员、教师。年龄在 18 岁到 38 岁之间，班

级人数在 25 人左右，男女比例均衡。开设的汉语班是在当地青少年

技能培训项目的其中之一，学员都是经过报名筛选，开设课程之前

明确规定了要按时出勤以及严格遵守课堂纪律。学员非常自觉，即

使缺课也会写一份情况说明书，态度非常认真。学员学习动机主要

是工具型动机，因为当地属于一带一路发展建设中的节点城市，中

资企业正在逐步注资当地发展。中资企业对职员的需求非常大且薪

资高于当地工资数倍，所以学员们都想学好汉语以期在中资企业中

找一份好工作。

我们经常说因材施教，所以针对当地汉语培训班的情况，笔者

首先向学员们征求了意见是否对课程设置，进度等满意，最大限度

满足他们学习汉语的需求，其次向学员们做出了汉语学习计划、明

确汉语学习目标，做出了每个月都有小测验的要求，希望学员能够

认真进行自我安排、复习、总结，这样学员可以知道自己的学习效果，

只有学生知道学习成功的可能性大的时候汉语学习动机才会高。并

且在每次测验之后都会播放中国电影和电视节目，以缓解学员在学

习汉语过程中产生困难或者测验成绩不好时而对汉语学习产生的抵

触情绪，并且也可以缓解学员在其工作中带来的压力，给他们营造

一种较为轻松的方式和氛围。学习动机本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动

态的心理过程，在实际学习过程中，也不是某一种动机一直处于主

导地位，往往是看哪一种学习动机能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比较持久的

成为学习者的动力，而研究学习动机也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了解了她们学习的目的，利用学生自身的的动机特点结合外部因素

激发或强化他们的内部动机，才能推动学习者不断进步。

四、汉语传播前景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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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以行业外语（东

南亚语种）培养为主，这既符合专科院校教育的自身特点和专科生

未来就业领域，同时避免与本科东南亚语种专业毕业生避免就业冲

突。目前，云南大部分专科院校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二外以日语、

法语、德语等为主，而这些语言甚至可以成为小语种中的大语种，

东南亚小语种专业的设置无法真正满足社会需求，这是当前急需解

决的问题之一。为了缓解当前的情况，专科院校应采用相应的措施，

首先，要充分了解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政策，以及“一

带一路”沿线小语种的分布情况，理性分析当下的社会需求，分析

目前人才最缺乏的小语种；其次，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小语种

专业的课程、学分及课时，优化教学资源，合理增设与“一带一路”

倡议相关的东南亚小语种专业，在增强母语学习的基础上，将英语

与小语种学习相结合，做到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不断探索新的

适应社会发展的东南亚小语种人才培养模式。

2. 强化国别区域教育，重视集合东南亚国家文化开展语言课程

教学

当前社会需求的东南亚小语种人才是“应用型”人才，擅长语

言应用仅仅只是基础，更要充分掌握所学语言国家的自然环境、社

会背景、人文知识等。因此，在东南亚小语种的教学过程中也应该

学习其他相关的课程。强化文化背景知识的教育，增强学生跨文化

交际水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一国语言的学习，必须依附于对

语言背后的文化的认知和学习，强化通识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

补专业教育的不足，因此，开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的文

化学、社会历史学等文学学科。随着文化学习的深入，“东南亚小语

种 +”的教学模式也可以逐步落实到日常的课程安排中，学校可适

当增加东南亚语种的开设课程门数、学分要求和学时比重，可以根

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开设相关的经济贸易、新闻外交等课程，可以让

学生在熟知语言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更加充分地掌握相关的语言知识。

3. 改革专科院校英语教学模式，走实用英语教学道路

由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而东南亚国家的

官方语言之一仍是英语，因此专科院校东南亚语种专业仍需重视英

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反思专科院校英语专业不断萎缩和本科英语类

专业就业日益困难的局面，专科东南亚语种专业直接定位于行业东

南亚语无疑是合理的。但在专科有限学制内多语或者语种 + 专业课

教学的问题也决定了必须对现有的高职英语英语进行改革，压缩通

用英语的教学学时和内容，强调英语辅助交流的作用，在公共基础

课程中树立东南亚语种为主，英语为辅的教学观念，才有可能避免

学生毕业后东南亚语种、英语、专业方向都不精的“四不像”局面。

4. 紧跟汉语国际步伐，弘扬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近年来，锁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

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重视，特别是在华人、华侨聚居的东

南亚地区，汉语文化更是备受关注，部分东南亚国家中汉语是其官

方语言之一。为避免在多语教学过程中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

在培养应用型的专科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时不能忽略汉语文化教育，

特别是在通识课程的设置方面，可开设中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相

关课程，代替传统的大学语文课程。作为主要承担东南亚语种专业

人才培养的广西、云南等边疆省份，其独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也

是该地区的特色优势之一，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将优秀少数民

族语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已成为政府发展

的战略之一。

结语

“一带一路”背景下，为东南亚语种教学带来了发展机遇的同

时，也提出了挑战。高职院校应立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东

南亚小语种人才的实际需求，采取合理布局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结

构，分清主次，改革传统教学模式，结合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市场需求，

不断改革和完善东南亚小语种的教学模式，将东南亚小语种学习落

实到不同的领域，优化师资力量配置以及提升实践环节在人才培养

中的比重等措施，为“一带一路”的实施提供坚实的人才后备军。

缅语、汉语的交流问题是在缅中国企业在聘请职员时不得不考

量的一个重要问题，会说汉语的缅籍人能在在缅中国企业中脱颖而

出且职位和工资水平都高于常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皎漂的民众都

对学习汉语有着巨大的兴趣，依托着企业需求和学生学习动机的考

虑，皎漂的汉语传播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现目前，皎漂汉语课程的学习群体是 18 岁 -38 岁的青年人，在

当地还有许多家长也想让自己的小孩学习，所以汉语传播的广度上

还应加强。同时，还应加大汉语师资力量和教材方面的支持和投入，

目前只有两名教师教授课程，使用的教材是 hsk 标准教程， 我们既

没有专门的针对缅甸汉语学习者编写的国别化教材，也没有考虑到

企业需求和学生需求选择其他更适合的商务汉语教材。

参考文献：

[1] 刘丽敏 . 建设“一带一路”文化引领先行 [J]. 城市建设理

论研究（电子版），2015（34）.

[2] 张赞 .“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J]. 

青春岁月，2017（32）.

[3] 杜兰 .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与缅甸的经贸合作 [J]. 东

南亚纵横 ,2017 (01).

[4] 张晓伟、胡志丁、何有麟、何琴：《缅北冲突对 “一带一路”

在缅推进的影响机理》， 《世界地理研究》，2018（02）.

[5] 李晨阳、张添：《缅甸政治转型与吴登盛政府对华政策调整》，

《东南亚研究》，2018（02）.

[6] 张 聪、 孙 学 峰：《 中 国 在 缅 投 资 项 目 成 败 的 原 因 

（2011 ～ 2016）》， 《国际政治科学》，2016（04）.

[7] 李晨阳：《昂山素季再次访华之后的中缅关系》，《世界知识》，

2017（18）.

[8]《习主席谈对国际经济的期待》，载 ［缅］《缅甸事务》，2019

（04）.

[9] 邹春萌： 《缅 甸 民 盟 政 府：面 临 经 济 下 行 的 严 

峻 挑 战》， 《世 界 知 识》，2017（04）.

[10] 张万洪 , 程骞 .“走出去”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人权

影响 [C]// 李君如 . 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 (2015). 北京 : 社科文献

出版社 , 2015: 305-321.

（上接第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