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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

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形态。

两会热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提纲

体系构建三个判断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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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预判



三个判断

• 语言服务全面进入新质生产力时代1.

• 新质生产力需要智能语言服务人才2. 

• 推动智能语言服务教育恰逢其时3. 



语言服务全面进入新质生产力时代



我国是语言服务大国

语言服务企业 54681 4.40% 10762750 100%
含语言服务的企业 952878 76.69% 5047489 2%
外商投资企业 235000 18.91% 5444677 0.50%
共计 1242559 100.00% 21254916 103%

数量（家） 占比% 产值（万元） 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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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10月，我国语言服务企业超过124.2万家，2022年，语言服务业在全国服务业的

占比为0.33%；在GDP的占比为0.17%。



中国占全球语言技术市场份额小

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分析，2022年全球智能语言服务市场规模为 107.9 亿美

元（约723亿元）， 2030 年将达到约 731.6 亿美元，复合增长率27%。

美国语言技术产值占比最高，为36.34%、德国8.17%、英国7.18%、中国5.35%、

印度占2.39%，其他国家占比都不到2%。

企业语言技术（含智能）：

· 翻译管理系统

· 翻译公司运营系统

· 翻译系统

· 语音识别技术

· 视频翻译

· 机器翻译

· 翻译供应商整合平台

· 质量管理系统

· 在线翻译营运平台

· 多语言内容生成模型
引自：《2023NIMDZI语言技术图谱》



什么是智能语言服务？

       指结合人工智能（AI）和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

模拟人类对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能力，以智能的方式处理、翻

译和生成语言内容，提供语言服务的解决方案。

   



智能语言服务的分类：
1）根据技术类型：

机器翻译、自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

2）根据应用场景：

智能翻译、智能客服、智能语音助手等。

3）根据服务对象：

个人服务和企服务。个人智能翻译机、手机应答软件等，企业机器翻译平

台等。

4）根据服务形态：

可分为在线服务和离线服务。如在线翻译网站、实时语音翻译等，离线服

务如离线翻译器、语音识别软件等。



新质生产力需要智能语言服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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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智能语言服务人才？

具有跨语言能力、人工智能素养、信息技术能力、跨文

化能力，掌握语言学、人工智能应用技术、语言数据分

析、以及软件工程等学科知识，能从事智能译后编辑、

本地化、多语内容管理、智能传播、语言数据分析、语

言项目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王立非，2023）。

专业知识、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和素养、实践能力、创新

思维、团队意识、沟通能力、职业道德、终身学习能力

等

AI时代语言服务专业人才



推动智能语言服务教育恰逢其时



智能语言服务教育的概念

       指在语言服务（如翻译、语言教学、本地化等）相关的专业知识、素养、能力

培养中融入人工智能（AI）技术和应用的一种先进教育模式（王立非，2023）。

       这种教育模式强调智能技术在语言服务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处理语言大数据、

机器翻译、语言信息处理、多语言内容管理等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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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方向之一：语言智能应用

发展语言智能科学

语言智能是指理解和生成语言的能力，包括口

头和书面语言。其范围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

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文本生成、语音识

别和语音合成等。

语言智能的主要应用场景在于自然语言处理，涉及人类自然语言
的理解和生成，如词法分析、句法分析、语义理解等。

机器翻译：将一种语言自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文本生成：聊天机器人、自动写作等。

语音识别和合成：将人类语音转化为文本，将文本转化为语音的
技术。

语言大模型开发应用：用于语言生成、文本自动补全、语音识别
等任务。如GPT和BERT等，

语言智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场景将不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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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方向之二：语言数据服务

发展语言数据科学

语言数据是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领域中

用于训练模型的数据集，包含了大量的语言知

识和信息，包括文本、语音、手写、图像、视

频多模态等形式，用于训练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例如语言翻译、文本分类、语音识别等。

语言数据是指用来描述、分析或理解语言的信息，包括书面或口

头的文字、词汇、句子、短语、语法规则、语音、语调、语境等

等。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中，语言数据通常用于自然语言处

理（NLP），让计算机理解、解释和生成人类语言。

语言数据是数据治理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对各国的数字商务、数

字政务、数字法务、数字传播、数字文娱等发展必不可少。需要

培养专门人才，开展系统研究，建立大型数据库、术语库、语料

库等，市场需要开发和应用语言数据的人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已经开办了语言数据科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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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方向之三：语言资源开发

发展语言资源学

语言资源是指对语言本体及其社会、文化等价

值进行研究和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语言文字、

语音、语料库、语言知识库、语言技术、语言

标准等。语言资源在不同领域和场景中广泛应

用，例如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语音识别、

智能客服、智能写作、智能知识库等。

语言资源是指以数字形式存储的语言数据，可以用于语言

研究、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领域。这些资源可能包

括中外文本语料库、词汇数据库、语音库、多媒体语料库

等。语言资源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语言，也为

开发更先进的语言处理工具和技术提供了基础。

北京语言大学已经开办了语言资源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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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方向之四：国际语言服务

发展语言服务学

依托跨语言能力和信息技术能力，以行业的语

言应用和人才培养为目标，开展翻译市场、语

言技术、本地化管理、技术传播、术语管理、

语言培训、法律语言服务、语言标准化等领域

研究的一门学科。

语言服务为满足特定用户在特定场景下的语言需求，提供一系列

语言服务产品和解决方案。包括口笔译、软件网站本地化、多语

言内容管理、语言行业咨询、语言技术应用等。

语言服务行业是以促进跨语言、跨文化交流为目标，提供信息转

换服务和产品，以及相关研究咨询、技术研发、工具应用、资产

管理、教育培训等专业化服务的现代服务业，具有产业规模大、

知识密集型、技术含量高等特点。

北京语言大学已开设国际语言服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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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方向之五：语言智库服务

发展语言智库学

指以语言战略、语言政策规划和语言治理为研

究对象，以影响政府部门或企业的决策为研究

目标，以公共语言权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

任为研究准则的分支学科。

语言咨政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

实力和话语权的重要体现，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社会舆论与公共

知识传播具有深刻影响。

重点研究语言战略、语言治理、智库理论、智库发展史、智库分析方

法、智库数据库开发、智库报告编写、中外智库比较、中外智库文化

等。



20

特色方向之六：语言传播

发展语言传播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2003）提出语言传播９
项指标：（1）语言代际传承（2）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
数（3）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4）语言使用领域
的发展趋势（5）新领域和媒体对语言使用的反应（6）
语言文字教材编写的情况（7）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
政策、语言官方地位和使用情况（8）社团成员对母语的
态度（9）出台语言相关文件的数量和质量

语言传播是指某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广泛程度和影响力

大小，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

 语言传播的影响因素：

（1）人口基数（2）经济影响力（3）文化和媒体影响力

（4）科学和学术影响力（5）国际组织地位

 语言国际传播力的评价模型（崔&王，2023）：

（1）语言相似度（2）语言互通度（3）语言选择度

（4）语言使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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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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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智能语言服务专业教育体系

智能语言教育
体系

理论体系 课程体系 实习实训体系 教师发展体系 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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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言服务培养模式构建七大原则

 

1. 跨学科课程设计:

   - 提供语言学、翻译学、跨文化交际、计算机等语言相关课程，鼓励学生从事跨学科的课题研究，

将语言服务与技术应用结合起来。

 

2. 实践与项目驱动学习:

   - 鼓励学生参与实际的语言服务项目，例如翻译、本地化、语音数据标注等。提供项目导向的学习

模式，通过团队合作完成真实世界的项目任务，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3. 产教融合模式:

   - 与语言服务企业、软件公司等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和职业发展指导。邀请业界专家讲座或

研讨会，让学生了解最新行业动态和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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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智能语言服务培养模式

4. 技术训练工坊:

   - 教会学生使用语言服务工具，例如CAT（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语料库分析软件、自然语言处

理平台等。对智能语言服务技术进行培训，快速掌握并应用这些技术。

 

5. 跨文化能力培养:

   - 跨文化理解教育，提升多元文化环境的工作能力。通过国际交流项目或在线合作，让学生有机会

接触不同语言和文化。

 

6. 终身学习与自我提升:

   - 培养自我学习能力，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需求。鼓励毕业生参加进修课程和专业研讨会。

 

7. 伦理和社会责任教育:

   - 理解智能语言服务工作中的伦理挑战，如隐私保护、版权尊重、数据安全等。教育学生提供语言

服务的同时，关注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

 

 

 



智能语言服务课程体系设计

智能语言服务课程体系

智能语言服务通识课程群

智能语言服务技能课程群

智能语言服务知识课程群

智能语言服务文化课程群

智能语言服务实践课程群



26

构建智能语言服务核心课程群

涵盖语言学、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数据科学等专业核心课程：

 

1. 语言学概论：

介绍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包括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

 

2. 计算机概论：

涵盖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算法、数据结构、软件工程等。

 

3. 计算语言学：

用于处理和理解自然语言数据的技术，包括文本分类、信息抽取、情感分析、语言生成等。

  

4. 语言数据分析：

语料库和术语库构建、统计学和数据分析技能，处理和分析语言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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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言服务核心课程

5. 计算机辅助翻译（CAT）：

使用CAT工具提高翻译效率，包括翻译记忆库、术语库管理等。

6. 多语种信息处理：

用计算机软件处理多种语言的信息，促进跨语言转换和传播。

 

7. 数字人文学：

通过计算机方法来分析和解读文学、历史、艺术、音乐等人文学科的现象和问题。包括文本挖掘、

数据可视化、地理信息系统、网络分析等分析和理解大规模的人文学科数据。

  

8. 机器翻译后编辑：

理解机器翻译系统的工作原理，对机器译文做编辑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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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言服务核心课程

9. 项目管理：

翻译或语言项目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技巧，如项目规划、风险管理、团队协作等。

 

10. 伦理、法律与行业标准：

涉及数据隐私、版权、知识产权保护等与智能语言服务相关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11. 实习与案例研究：

通过语言项目实操、企业实习或案例分析，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12. 语言服务概论：

通过了解服务经济发展趋势，掌握服务营销的原理和销售策略，学习服务贸易进出口政

策法规和流程，更好地开展跨国语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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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外研社全力打造语言服务平台



30

感谢外研社全力打造语言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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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u加强国家智能语言服务能力建设

u加强国家智能翻译传播能力建设

u加强国家智能应急语言能力建设

学界和业界携手，建设“智能语言服务强国”：



u智能翻译专家

u智能语言教育专家

u智能语言传播专家

u智能语言企业家

u智能语言科技专家

u智能应急语言服务专家

建设“智能语言服务人才方阵”：



欢迎
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