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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机遇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思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 原则：共商、共建、共享

●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非通用语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目标：“技术专家”
（而非“战略家”）

 精通对象国语言

 全面了解对象国情况（政治、经济、宗教、历史、
民族、社会……）



 对区域国别研究与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思考

 外语是重要的研究工具

 懂外语并不等同于了解对象国

 与其他学科相比的研究优势



 传统智库的优势

 政府背景：上传下达迅速高效

 常年专门跟踪现状，各方面辅助配套条件齐全

核心目标：对策建议，即时应用研究

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与传统智库的区别



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的特点

 与政府相关部门信息交流不畅通

 研究力量薄弱，配套机制受限（人事、财务、科
研绩效、项目管理等方面）

 基础研究、跨学科综合研究实力强

核心目标：中期基础研究；人才培养

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与传统智库的区别



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的功能

咨政服务 社会服务 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教师自我提升

 深入了解对象国问题

 加强国内外跨学科交流

 把握国际学术前沿

 以课题带动科研团队培养：形成良性发展

 课题 → 团队建设

 课题 → 发表学术论文

非通用语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培养



 教学改革创新

 课程调整

 增加学生科研参与度

目标：“非通”中的“通”
培养更多的“国别通”、“区域通”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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