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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政府搭建湘企与央企对接平台，推动湘企

“借船出海”，实现跨国发展。2018 年年底，湖南省境外

企业遍布世界 132 个国家和地区，总计有 732 家，德国、

柬埔寨、土耳其等国家均有其足迹。湖南境外企业数量

在中原六省占第一位，居全国省份的第九位，年创外汇

收入近 100 亿美元。随着对外贸易和“湘企出海”规模

的不断扩大，对外语言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湘

企出海”的对接地很多是一些小语种国家，因此，小语

种语言人才特别稀缺，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1

一、“湘企出海”背景下语言人才需求与供给现状

1. 企业对语言人才的需求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合作日益加深、对外

交流愈加频繁的环境下，湖南中小微外贸公司和跨境电

商企业风起云涌，进一步扩大了外语专业人才的需求。

在跨境企业发展中，各类型、各层次、各语种的复合型

人才的需求量在 45 万人左右。其中建筑、桥梁工程类外

语专业人才有接近 20 万人的缺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方

面的外语人才的需求接近 8 万，高科技产业和人工智能

领域的高端技术人才缺口达 5 万人之多，跨境电商企业

的外语人才需求量更大。而且这些人才缺口每年都在以

不同的比例增加。

2. 小语种语言人才供给稀少

“湘企出海”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其业务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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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广，语种类型众多，虽然国际通用的英语占主导地位，

但小语种专业人才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在择业选

择中有更大的自主权。这样，将进一步凸显了小语种人

才的“金贵”。虽然跨境企业的繁荣加上信息技术的发达

使他们掌握了更多就业信息和人才市场需求，为找到合

适的工作创造了机会。但是，由于人才结构不合理，导

致一边是人才找不到发展的平台，一边是岗位找不到适

合的“栋梁”，陷入人才市场和用人单位“两为其难”的

怪圈。

二、“湘企出海”背景下语言人才供给存在的问题

1. 口译教学与市场需求衔接不够

一直以来，口译教学在外语教学体系中都处于不太

受关注的地位，相关学者和实务界都不是很重视口译教

学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口译教学发展较为缓慢。随着

我国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市场需求对于口译教

学的要求也更高，口译教学于市场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

口译的专业化发展较慢，缺乏发展趋势的前瞻性，通识

口译教学依然是教学常态，没有设置特殊领域的教学课

程。再加上口译资格认证领域管理不够哦严格，出现鱼

龙混杂的现象。人才的需求已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专

业知识宽泛、应用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更受欢迎。

2. 小语种人才培养不足

随着湘企海外业务的不断发展，在“一带一路”战

略下，很多湘企要在沿线国家开展业务，就需要聘请小

语种翻译人才，并对这些人才的商业基础知识提出较高

要求。小语种翻译人才来源于专业高校，由于口译教学

规模较小，且教学模式和方法陈旧，导致口译人才无法

充分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湘企业务发展的要求。例

如，湖南师范大学在英语专业课上增设了商贸、旅游等

课程内容，但这样既分散了学校的师资力量，也降低了

英语人才的专业深度发展。湖南女子大学韩语旅游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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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毕业生就业率比较好，但韩语旅游专业毕竟只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一个领域，应该将学校设置的专业拓展到经

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小语种人才数量少，质量参差

不齐，欠缺同声传译等高端人才，一些边缘小语种如

（泰语、土耳其语等）人才培养更加被忽视，小语种人

才很难满足市场需求。

三、“湘企出海”背景下改善外语人才供给的策略建

议

1. 高校加大对语言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外语语言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临

阵磨枪”。作为培养外语人才的高等院校，应该积极关注

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在涉外商贸服务类人才培养方面，

加大人才培养的精准性，培养真正能够学有所用的高素

质人才。可以扎根围绕本区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需求，

在某些语言领域建立本科—硕士—博士为一体的全层次

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双技能、双素养、双证书的外语人

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专业性和适用性的翻译人才，为

湘企海外发展解决人才问题，助力推进“湘企出海”战

略的实施。

2. 加快对语言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传授，还要重视语言

应用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与发展。在课程体系中，

要紧密围绕这些内容调整课程设置。根据现实需要，《语

言学纲要》可以在教学计划中取消，或者将其纳入学生

自主选修课程，增加对学生职业匹配度、职业知识等相

关的教学内容。现有的教学大纲中，《英汉翻译》的课时

是一学期 40 节，应该将其纳入特色课程，适当增加其课

时量。创新课程考评，将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并增大

口试的比重。口试的具体内容应该包括：课文中的短文

朗读、规定时间内的自由表述、单词、语句等等。引导

学生了解所从事专业和岗位的特性和要求，鼓励学生提

升专业素养。

3. 校企合作提高语言人才培养质量

“教师、教材、教法”是教学的三大要素，“教法”

是最重要的要素关，要加强校企合作，这是教育教学的

创新举措，也是培养优秀外语人才的重要途径。外语人

才培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尤其是小语种专业养，更应

该在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上，向“宽口径、复合型、应

用性”的方向发展。其中，“外语 + 业务”是校企合作最

有效的途径。学生参与到涉外工厂、旅游企业、对外宣

传机构培等部门实习或顶岗培训，通过外语与教育、外

语与商务等的融合，不断巩固和强化自己的听、说、读、

写、译等综合能力，进一步拓宽学生知识面。

四、结束语

“湘企出海”参与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文

化交流、能源资源开发等项目，需要精通国际法律、文

化艺术、工程机械、互联网络、路桥工程等多个领域的

专业外语人才。跨境企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呈现供不应

求的现状。因此，要加大对应用型、复合型外语人才的

培养，为跨境企业的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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