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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外成为我国目前外语院校中唯一的有3个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的高校。

拓展翻译研究的视野和疆域。”学院院长张爱玲表示。

而对于语言本身的深入研究，最终是为了上外能够“建成

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这一

目标服务的。

2018 年 9 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它是

在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支持下、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和

运营的协同研究平台，是《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的重点建设项目。

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

究院执行院长王有勇告诉《新民周刊》，研究院以“立足本土，

放眼全球”为建设理念，依托上海高校 52 个教育部区域国别研

究中心和 30 个上海市级层面高校智库，充分汇聚国内、国际优

质学术资源，以推进学术管理机制、学术生产机制和学术支撑

机制建设为抓手，不断加强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建设，

着力打造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高端智库、高端人才培养储

备基地、国际舆情研究高端平台和高端大数据中心，积极构筑“资

政、咨商、启民、育人”功能融为一体的国内、国际学术共同体。

目前，上外的 80 余个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全球治理和

区域国别研究为核心，构建起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成果应用

渠道，为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制订和实施相关政策提供智力支

持，并涌现出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正如上外校长李岩松所说，外语特色明显的高校不应单兵

突进，应围绕做强语言核心竞争力，不断丰富和拓展语言文学

教学与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有针对性地发展交叉学科。

一幅蓝图已经绘就——外国语言文学综合交叉学科建设

大力加强基础研究（语言本体与语言应用）和前沿研究（语言

智能，语言与神经科学、计算科学、心理科学等交叉研究），

厚植外国语言文学根基；促进外国语言文学与政治学、经济学、

教育学、法学等交叉整合，大力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促进外国

语言文学与国际汉语、新闻传播等交叉融合，大力提升中国的

全球话语能力。

究和应用的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姜锋表示，科技与人文的结合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在未来发

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上外不仅关注如何把对传统语言

翻译人才的培养推向卓越，同时也关注新兴的人工智能领域的

神经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数据语言学、语言智能等，“语

料库研究院的设立将有利于整合学校资源，实现跨学科资源整

合，服务于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

据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院长胡开宝教授介绍，上

外语料库研究院团队由语料库翻译学、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

言学、计算机科学、语言智能等领域的专家组成，将建设“一

带一路”多语平行语料库、国别与区域研究多语语料库、语料

库建设平台、语料库检索与应用平台，以及语言智能实验室和

数字人文实验室等基础设施，大力推进基于语料库的跨学科研

究以及语言智能研究，推动语料库建设与应用方面的产学研合

作，培养语言数据开发与应用等领域的高端人才。

另一方面，上外高翻学院也正在探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背景

下翻译人才培养的转型之路。“以口笔译为枢纽的跨学科研究及

其未来发展，还涉及大脑建模、人工智能、数字化、金融艺术、

传统文化等诸多学科领域，并针对专业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政

府业界以及国际组织用人标准以及新兴技术影响下译员的前景展

望等具体实践展开深刻分析和反思，有效促进产学研联动，从而

2017年 12月，上外俄语系更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