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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增强我国对外话语权的人才需求后发现，商务英语人才是重要的培

养和发展对象。本文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对“一带一路”理念下新的人才队伍建设需求和方向进行了探

究，结果对加强我国对外话语权以及高校调整现行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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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the demand for talents to enhance China’s Foreign Discourse Power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author finds that business English talent is an importa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bject. Based on the market demand,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demand and direc-
tion of the new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results hav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strengthening China’s foreign discourse power and the 
necessity of adjusting the current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curricul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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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期，我国愈发重视提高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加强对外文化体系建设，并

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一远大目标，在外交领域和国际事务实践中，我

国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国际话语权，如改变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术等领域的失语状态，国

家领导人在国外主流媒体上发声，改变语言风格，增强话语感召力，不断提高制度性发言权，积极创设

国际组织和机构，努力向国际化大平台组织并输送人才，在外交领域积极提出中国倡议和中国理念，参

与全球治理，承担大国责任。 
“一带一路”的理念更是随着国力的提升，我国主动发出倡议、布局议程和参与规则制定的典型举

措。其既展现了中国在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主动姿态，同时又为加强国际化经济、文化传播提供了千载难

逢的机遇。中国不仅可以以此为契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思想体系与文化价值观，树立大国形象，还可以

加强沿线国家间的友好沟通，打破偏见，实现共赢。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国际话语权正在由国

家行为体向国际组织、网络、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流散，突破了以国家行为体为主的原有状况。对此，

“一带一路”倡议从概念到行动、从行动到落实，最终到收获，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需要既精通语言文

化，又懂得商务、法律等国际化专业知识的人才确保顺利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政治合作等，都需要精通国际通用语言、熟练掌

握国际通行惯例、跨文化沟通能力较强的商务英语人才，提高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质量对加强我国对外

话语具有重要意义[1]。 

2. “一带一路”倡议下培养商务英语人才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主动提出中国倡议、中国理念，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逐渐发生变化的新时

代，这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和深化国际化合作的新平台，也是我国在国际合作领域的一种制

度创新，它所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等精神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当前，以美国为

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调整国家战略，力图维护对国际关系的主导权，给新兴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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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它们对中国的焦虑、疑虑还在一直持续，甚至日渐增强。面对复杂的外界环境，只有国际化、复

合型、应用型，且具有突出思辨能力的商务英语人才能够为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经济、政治、文化

纽带作用、增强我国对外话语权起到保障作用[2]。因此，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商务英语人才是当前“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一环。这与《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求的不谋而合，

它明确提出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的学生应具备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商务实践能力、思辨与创

新能力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2]。这五项能力是“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目标、真正发挥“一带一路”促进国际合作、拉动全球经济、改进国际民

生作用的重要保障。因此，培养具备这五项能力的商务英语人才同时也是增强中国对外话语权的必要举

措。  

3. “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要求 

商务英语是实操类的语言工具，如果没有对国家对外话语权战略的深刻认识和对自己的工作实践与

国家宏观战略之间的紧密联系的深刻理解，就无法发挥其真正的价值。在对外交往领域，商务英语人才

的目标应该是为我国赢得更多的对外话语权，而不只是简单地完成工作业务。在国家积极争取国际话语

权、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背景下，商务人才培养还需要与国家战略紧密联系，商务英语人才必须要有国

家话语权意识，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实践与国家宏观战略之间的紧密联系。除此之外，提升商务英语

人才对国家对外话语权战略的深刻认识的同时，还要使他们具备在跨文化商务活动中展现中国文化、践

行中国理念的基本素质，要加强对商务英语人才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增强其中国文化素养，使其能够

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商务英语人才应该熟悉“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以及风土人情，掌握不同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政

策及其运转规则[3]。 

4. 关于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有关建议 

据劳动人事部统计，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在各专业中居于前 10 位。即使在近年来大学

生就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仍然保持 90%以上。目前商务英

语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较好，市场需求的就业面也相对宽泛，商务英语专业在人才市场的认可度较高。

但通过调查走访，笔者发现部分高校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课程体系依旧比较传统，课程教学主要以讲解

课本内容为主，重在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而对语言的运用与实践也只是集中在以学生为中心来演示 PPT
的层面，对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与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与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要求

存在不少差异。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现行商务英语教学体系与“一带一路”理念下市场对商务英语

人才需求之间的关系，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及 2018 年《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对高

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格和模式的要求，从多方面探索完善商务英语教学课程体系的有效途径。 
(一) 加大商务英语实践性课程比重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出去”企业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基本英语技能和商务专业技能会有

更高的要求，同时用人单位也更加注重应聘者的相关人际礼仪。因此，在当下的商务英语教学过程中应

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实战技能，课程设置也应适当将纯理论的知识调整为辅助性教学的工具，课堂的教学

内容，特别是与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知识，必须与实践相联系，使课堂教学的内容更好地指导实践、服

务实践[4]。为有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升其专业应用的技能，高校应大胆增加、删减和改变课程内

容，减少基础的英语读、写教学，增加与商务工作密切相关的实践性内容，比如适当减少英语听、说、

读、写的训练，把它们作为课后自学的内容，课堂教学尽量为学生讲授商务函电、商务合同以及商务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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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二) 打造“学用一体”的学习环境 
“一带一路”理念的提出对跨境商务人才的综合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商务英语作为一门实践性很

强的学科，需要专门的实践训练。目前，多数高校在教学中虽然选用英汉双语教材或英语原版教材，但

从整体上看，教材理论知识繁杂，学生实践活动相对较少，教材实用性稍差。因此，学校应改进对商务

英语专业教材的选取，注重时效性，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同时，要号召教师调整教学方法，在教

学过程中要摒弃传统的“满堂灌”，采用一些生动活跃的方式与学生形成互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进

而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为此，学校可以通过完善实训设施、建立模拟外贸实训室等手段优化教学，不

断强化对学生实战能力的培训。相比语音室和多媒体教室，学生最理想的培训场所应当是按照“走出去”

企业的实际工作内容和流程建立的外贸模拟实训室。在实训室，结合特定的案例模拟各种场景，并适时

转换学生角色，要求学生进行各种模拟训练，不断强化学生的实战技能，将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相结合，

从而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5]。 
(三) 建立商务英语课程评价标准 
从商务英语学科课程发展历程来看，很多专业教师强调人才培养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应该“如何

培养”，却没有良好课程标准、评价标准和课程教学方式等关键措施作为保障。传统的课程评价模式重

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过多关注学生知识和技能的量化考核，以考试成绩评价学生的学习能

力，忽视学生个体差异和全面发展，评估标准、评估手段和方法单一，学生主体意识得不到发挥，不利

于实施以学生施以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6]。因此，推动基于商务英语核心素养的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要从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模式、实践教学体系和教学评价方式的系统

层面进行。另外根据《教学要求》，商务英语专业知识与能力由不同的模块构成，即语言知识与技能模

块、商务知识与技能模块、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块以及人文素养模块。针对这些模块在商务英语专业课程

设置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课程侧重点的不同可以提出具体的实现目标，形成重知识、能力、过程的课程评

价方案[7]。 

5. 结论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面对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和格局，我国日益重视争取国际话语权，加强国

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培养既精通语言

文化，又懂得商务、法律等专业知识，具备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商务实践能力、思辨与创

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商务英语人才，成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国家积极争取国际

话语、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背景下，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高校紧密结合国家战略认真研究、部

署，同时作为未来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和代言人，商务英语专业人士也需要根据自身发展规划而提前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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