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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下立足江西的应用阿拉伯语专业定位初探 
◆赵  亮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江西南昌  330099） 

 
摘要：在人才供需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高职应用阿拉伯语专业在
人才培养方面应该适应市场的需求，为用人单位提供所需的有用人才。
为了进一步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本文尝试对供给侧
改革下立足江西的应用阿拉伯语专业进行专业定位分析，并在人才培养
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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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角度对经济进行结构性优化，增

加有效供给，其本质是由需求引领的供给侧结构性优化。经济领
域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入，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劳动力市场人
力资本供给和需求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由教育主导的供给驱动
转变为用人单位主导的需求驱动。 

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而言，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减少“基础性、
学术型”人才的供给，增加经济发展所需的应用型人才供给，减
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人才供给与区域经济发展人才
需求的匹配度，从而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人才需
求的有效对接。 

二、立足江西的应用阿拉伯语专业定位 
1. 产业背景 
阿拉伯世界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区，素有“世界石

油宝库”之称。中国与阿拉伯各国有着长期友好关系，彼此间的
经贸往来与投资日趋密切，中国需要阿拉伯世界的资源，也需要
阿拉伯世界的市场。中阿交往日趋频繁，双方经贸文化往来日益
密切，相互投资多元化。中阿经贸商机无限。目前仅在阿联酋一
国经商、生活以及每年前往旅游的中国人已有近百万之众，仅在
迪拜一地就有 10 万多中国商人。到浙江义乌采购小商品的阿拉
伯人平均每年也有 30 万人次。 

2．社会背景 
（1）江西省政府政策的有力支持 
2018 年 1 月 23 日，在江西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江西

省省长刘奇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江西将大力实施“走
出去”战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南昌、赣州连接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 

落实到小语种专业方面，江西省已经提出支持一系列大中专
院校增设一批小语种专业。研究建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智库。 

（2）人才培养与需求背景 
阿拉伯语高等教育在国内分为本科与专科两部分，目前全国

共有 32 所本科院校开设阿拉伯语专业，另有 15 所专业院校开设
应用阿拉伯语专业。 

由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平稳发展的新常态，同时中东国家的
经济危机尚未消退，阿拉伯部分地区的动乱乃至内战仍在延续，
近年来，阿语专业的招生与就业均受到一定消极影响。 

2018 年阿拉伯语专业高校本科毕业人数约为 700 人，其中
男 47%、女 53%；2018 年本专业高校本科招生文理科比例为文
科 64%、理科 36%；近几年阿拉伯语专业的就业率分别为：
2016(90%-95%)、2017(85%-90%)。 

阿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的行业分布大致如下： 
 
 
 
 
 
 
 
 
 
 
 

其岗位分布为：翻译 23%，教育培训 7%，媒体 6%，市场
营销 5%，其他 52%。 

工作地点：分布较广，大体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
城市或沿海地区省份城市，部分毕业生会在大庆、潍坊等对阿拉
伯地区进出口有特殊需求的城市工作。 

2018 年应用阿拉伯语专业高校专科毕业人数约为 300 人，
其中男 31%、女 69%；2018 年本专业高校本科招生文理科比例
为文科 67%、理科 33%；近几年应用阿拉伯语专业的就业率分
别为：2016(75%-80%)、2017(65%-70%)。 

 
 
 
 
 
 
 
 
 
 
其岗位分布为： 
①翻译（口译与笔译）25%，所在行业：贸易/进出口、房地

产/建筑、服装/纺织/皮革、其它、原材料和加工； 
②采购/贸易 10%，所在行业：贸易/进出口、快速消费品、

汽车/摩托车、互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技术； 
③行政/后勤/文秘 7%，所在行业：房地产/建筑、原材料和

加工、交通/运输/物流、贸易/进出口、计算机硬件； 
④销售业务 6%，所在行业：互联网/电子商务、零售/批发、

IT 服务/系统集成、石油/石化/化工； 
⑤销售行政/商务 5%，所在行业：电子技术、贸易/进出口、

房地产/建筑、机械/设备/重工、计算机硬件； 
⑥其他 44%，所在行业：服装/纺织/皮革、互联网/电子商

务、餐饮娱乐、教育/培训/科研、其它。 
为了更好把握市场对阿语人才的需求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

教学，从 2011 年起，笔者以及阿语教学团队曾多次到企业与就
业所在地进行如下几方面的调研：企业对毕业生的能力要求、毕
业生的需求量、人才培养的满意情况、需开设课程的建议等，随
后专业教学团队就调研资料进行深入探讨。 

调查发现：虽然我国当前阿语从业人员群体数量已经不少，
但是人员素质鱼龙混杂，其中语言能力熟练，并具有良好外贸素
质和能力的人员更加稀缺。且目前国内阿语人才教育状况难以满
足社会对外贸业务人才的需要，国内阿语教育普遍存在着重视培
养学术型人才，而忽视培养高职层次的外贸人才的现象。 

同时笔者了解到：许多公司需要的阿语人才是能够促成业
务，成功接单，为企业创造利润的业务员型人才。其职业技能要
求是：能运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对工作领域内一般性内容进行翻
译，具备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与客户进行日常沟通及外贸业务谈判
的能力，会进行外贸业务操作；最好能具有阿拉伯语专业四级证
书、CET-4 级考试及格证书、外贸业务员类证书。 

可以说，与蓬勃发展的中阿经贸关系不相称的是，目前我国
专业院校培养的阿拉伯语人才并不少，但问题在于高端人才数目
不足，很难满足中国企业对熟练掌握阿拉伯语的人才日益增加的
急迫需求。熟练掌握阿语人才的严重缺乏使中国公司在阿拉伯国
家的发展遭遇了不小困难。为了抓住机遇，规避风险，我国无论
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依然需要大批精通阿拉伯语的人才。 

而具体到江西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江西省高素质阿拉伯语人才需求将显著增加 

江西省目前阿拉伯语人才在质量上不能满足一带一路战略发展
的需要。根据市场调查数据分析，江西省近 3 年内将需要高素质
阿拉伯语专业人才 200 人以上，服务地方经济，为本地培养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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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专业人才是应用阿拉伯语专业的必然要求。 
②江西省外贸行业的发展需要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 
外贸行业要求阿拉伯语从业人员在具备流利的英语交际能

力和一定的国际贸易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阿拉伯语
听、说、读、写、译能力，具有较强的阿拉伯语语言交际能力及
跨文化交际能力，能与目标客户进行比较流利的阿拉伯语听说交
际，能够用阿拉伯语进行信函与应用文写作，能够借助工具进行
一般的阿汉互译。 

高职院校在品牌专业建设中应该一直以高素质、高技能的专
门人才培养目标为己任，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推进基于产学结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基于工作过程课程改革，才能为企业输送大批
能胜任阿拉伯语外贸工作的专门人才。 

3. 专业自身定位 
高职阿拉伯语专业应从以下两个层面对自身作出定位： 
一是影响力定位：立足江西、放眼江浙、广东等沿海地区，

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培养培养能适应外贸和跨境电商一线需
要，具有良好职业素质，同时具备较强的阿拉伯语和英语应用能
力, 掌握国际商务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电子商务操作技能，熟悉现
代化办公自动化设备及办公软件运用，能够胜任涉外企事业单位
中包括外经、外贸、外事等相关岗位群的技能型人才。 

二是毕业生就业岗位群定位：本专业毕业生定位于，培养具
有高技能及高素质的一线劳动者，就业岗位群包括：接待来访、
中阿文商务文书笔译工作、会谈口译的商务翻译；进行文档处理、
安排商务旅行、安排会议、商务会谈记录等的商务助理、办公室
文员；从事对外贸易业务，负责对阿拉伯地区进口、出口合同签
订和履行的相关流程等的外贸业务员；掌握外贸电子商务平台使
用技巧，进出口询价、报价；阿语市场客户的拓展与维护；完善
订单各细节，处理客户投诉，结汇等的阿语外贸客服、跨境电商
业务员。 

三、结论 

应用阿拉伯语专业为了适应供给侧改革，应该“依托行业，
适应学生、适应市场、结合办学定位”，着眼于培养高素质技能
型阿拉伯语人才，实施的专业建设发展思路应是： 

（1）继续明确定位。定位准确了，培养目标也就明确了，
就能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有创新精神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有用
之才。 

（2）要与时俱进，勇于开拓。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应当不断优化改革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倡改
变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使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灵活学
习，提高学习效果。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要搞
好专业建设，必须具备一支思想素质好、教学水平高、结构合理
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建设的成败将直接影响教学质量、教学效
果和人才培养质量。 

（4）语言专业要符合市场与社会需求，坚持以就业为导向，
实用为价值标准，更新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法，
为行业服务，突出能力培养，努力体现高职教育的特色，使学生
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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