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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想要民心相通，语言互

通是基石。

“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中，通行着 53 种官方语言，

然而6年前，中国高校外语专业招生语种只覆盖其中20种语言。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小语种人才需求呈井喷态势，

但我国高校“小语种”人才供给能力却难以与需求相匹配。

2017年，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发布《“一

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2017)》显示，仅有2.60%的企业提供“中

译外”和“外译中”服务，小语种服务能力严重匮乏，制约中

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进行贸易合作。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离不开坚实过硬

的语言服务能力，有专家曾指出，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国家应加快培养三类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面向“一带一路”

的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区域人才。

2016年，教育部与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学术合作，

中国各大语言类高校也纷纷增设小语种专业。其中，上外针对“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发展战略语种，培育新兴学科”的目标，

三年来已先后增设匈牙利语、波兰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

捷克语、塞尔维亚语、斯瓦希里语等专业。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

锋表示，上外致力于建成 " 国别

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

界一流外国语大学 "，将打造富有

上外特色的战略语言人才特区，

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群，

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姜锋说，我们的国家越来越

多地承担着全球的责任，世界希

望听到中国发展的经验。但是，

我们对世界知识的掌握仍然匮乏，

我们对世界知识的贡献仍然有限。

破解这个局限，语言是关键的一

环。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知识的工具，是价值观的载体。

上外人要借助语言这一认识世界的工具，深入认识不同文明间

的差异，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观察世界风云，为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国别区域全球知识”体系做出上外人

的贡献。

如何培养小语种人才？

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小语种教学，上外是有历史

沿革的。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院长兼俄语系主任许宏教授告诉

《新民周刊》，在沿线国家中，俄语和阿拉伯语的使用人口是

相当多的，而俄语和阿拉伯语都是上外的优势科目，“以俄语

为例，我们学校前身是上海俄文专科学校，1949年就有俄语系，

也是较早开始做多语种人才培养尝试的系。”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们开设了许多新的战略语

言专业，比如匈牙利语、波兰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等，虽

然这些语种并不都是一个语系里的，但考虑到文化的渊源，所

以就放在了我们院。其中像乌克兰语，我们 2008 年就有过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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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