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与实践》 ISSN 3058-3349 2025 年 第 3期

144

“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下新疆翻译服务市场
调查研究

张熠晨 吴倩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新疆依托"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深化，与沿线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领域合作持续

拓展，催生翻译服务市场新机遇。伴随跨境交流频次增加及多语种服务需求攀升，翻译服务成为

区域国际交往的关键支撑。通过系统调研翻译市场主体结构、业务领域分布及技术应用现状，解

析当前市场供需特征与发展瓶颈。重点考察"一带一路"建设衍生出的专业翻译、本地化服务等新

兴需求，结合数字化技术发展趋势，构建市场评估指标体系。建议加强多语种人才储备、搭建智

能化翻译平台、完善行业标准体系，以翻译服务升级助力新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显著的

枢纽作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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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译服务市场指以语言转换为核心，涵盖

笔译、口译、本地化等服务的商业生态。

作为一种支持跨语言政策沟通和民心相

通的市场化服务体系，翻译服务市场的质量直

接关系到国际合作的深度和效率。同时，作为

“一带一路”核心区与中欧班列的重要枢纽，

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跨境贸易、数

字经济等领域的翻译服务提出了更高标准的

国际化要求。但是，当前的新疆翻译服务市场

面临小语种人才短缺、技术与产业需求脱节等

问题。对新疆翻译服务市场的供需关系和驱动

机制进行研究分析，旨在以“三螺旋模型”理

论为基础，为新疆翻译服务市场探索出一种具

有地区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新疆打造

“一带一路”翻译服务高地提供理论支撑。

2 新疆翻译服务市场供需矛盾分析

2.1 需求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2 年来，作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疆，充分释放区位优

势，实现从“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

业经济”的跨越式转型。这一进程促使新疆的

翻译服务需求激增。

首先，“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出台成为

新疆翻译服务需求增长的关键引擎。《2025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了

“加快高水平开放，积极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

向西开放桥头堡”的重要工作部署。阿拉山口

铁路增建二线建设、别迭里口岸基础设施升级

等跨国工程项目均涉及针对工程图纸、技术标

准、招标文件等专业化翻译需求
[1]
。“两国双

园”“国别产业园”等机制创新需要配套跨语

言的政策对接服务。“智慧口岸”建设亦对翻

译服务提出时效化要求。

其次，国际经贸合作的持续增加是新疆翻

译服务需求增长的最主要动力。2024 年，新

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4351.1 亿元，同比增长

21.8%，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占比 67.9%。阿拉

山口、霍尔果斯口岸成为亚欧黄金通道的核心

枢纽，中欧班列通行量突破 1.64 万列，占全

国一半以上，各类出口产品均需适配俄语、哈

萨克语等多语种标签；自贸试验区新增企业

8500 余家，一系列经贸合作项目需配套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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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跨境支付、知识产权保护等场景的翻译

服务，以上趋势更加凸显复合型翻译人才的重

要性。

最后，文化交流活动的蓬勃发展成为新疆

翻译服务需求增长的“润滑剂”。第八届中国

—亚欧博览会签约金额 6155.52 亿元，同声传

译、展品解说等多语种翻译服务供不应求
[2]
。

以“新疆文旅资源海外推介活动”为例，当地

时间 4 月 11 日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成功举办

的“2025‘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文旅资

源海外推广活动”通过旅游推介、非遗展示、

图片展览和文艺演出等丰富内容，向国际观众

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新疆。翻译服务工作者

必须突破字面直译，实现文化符号的跨语境转

化，才能增进国际社会对新疆的正面认知，向

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新疆形象。

2.2 供给侧

新疆对外开放交流合作日益频繁，翻译服

务需求也随之不断增长，但本地翻译服务供给

面临着诸多问题，制约了跨区域合作的广度和

跨文化交流的深度。

首先，高质量人才短缺，尤其是兼具语言

能力与专业背景的复合型译员更加稀缺。杜文

（2019）指出，高校翻译人才培养目标与市场

需求脱节是核心矛盾。现有教育体系偏重通用

语种（如英语、俄语），但实战化教学不足，

毕业生难以适应“专业+语言”双技能需求。

俄语作为中亚区域通用语，翻译服务需求激增，

但具备相应文化沟通能力的高端翻译人才不

足。区域性的小语种人才短缺，以哈萨克语为

例，根据 2021 年哈萨克斯坦人口普查结果显

示：作为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官方语言，该国

80.1%的公民掌握哈萨克语。但是，新疆全区

目前仅石河子大学一所高校开设了该语言专

业，难以覆盖本地区对外开放交流的新增翻译

需求。

其次，翻译技术应用不够成熟，特别是缺

乏针对特定文化、特定领域的翻译技术。根据

马功文（2022）对铜陵市翻译服务市场的调查，

技术应用滞后是地方翻译市场供应不足的原

因之一。新疆本地翻译服务商对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处于初级阶段，常用的翻译工具包括百度

翻译、谷歌翻译、“科大讯飞翻译机”等，而

这些工具多为即时性翻译，虽然可以保证翻译

速度，但缺乏数据分析、存储和训练的能力，

导致长期性、连续性翻译工作效率低下，特定

词句译法不同，准确性低。部分企业虽引入技

术水平较高的翻译记忆库（如 CAT 工具），但

缺乏具备跨文化知识的信息校对人员，容易导

致错误翻译持续存在
[3]
。

最后，翻译服务供给主体分布零散，质量

参差不齐。新疆翻译服务的市场供给主体包括

个人译者、翻译公司、翻译服务机构等，非市

场主体主要为官方和公共机构等。以中小型翻

译公司和个人译者为主要主体的供给结构，令

翻译服务产品质量难以标准化。以中国—亚欧

博览会为例，其翻译服务一般会外包给北京和

上海的翻译公司，此外也会有一些高校外语教

师和学生，以及部分个人译者参与，然而其中

大部分译者并没有经过任何口译的专业训练，

也没有外事礼仪方面的知识和培训，甚至没有

任何展会工作经验。一方面，成本控制、低价

竞争策略等商业行为易使市场化主体的翻译

结果准确性不足，文化误译问题频发。另一方

面，资质认证与信用评价机制不够健全，监管

体系松散，则易致官方机构公共服务领域的信

誉度受损。

2.3 供需矛盾特点

新疆翻译服务市场的供需状况总体呈现

供不应求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结构性失衡、技

术性滞后与标准化缺失三重矛盾的交织。其一，

需求侧专业化升级与供给侧的人才结构错位：

政策驱动下的跨境基建、自贸区合作催生大量

法律、能源等领域的“专业+语言”复合型翻

译需求，但本地缺乏高质量复合型翻译工作者，

高校培养体系仍以通用语种为主，实战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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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区域性小语种人才供给无法覆盖新增需

求。其二，即时性场景需求与技术应用低效矛

盾突出：中欧班列通关、跨境电商客服等场景

要求实时翻译能力，但本地翻译技术覆盖率较

低，通用 AI 工具缺乏行业术语库定制能力
[4]
。

其三，标准化服务需求与零散化供给冲突加剧：

重大国际合作工程、交流平台、文化互动等项

目需要高质量文化适配性翻译服务，但市场以

中小公司和个人译者为主，翻译服务产品质量

参差不齐。这种供需矛盾本质上是新疆开放战

略提速与翻译服务水平滞后之间的矛盾。

3 “一带一路”战略对翻译服务市场

的驱动机制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而探索“一带

一路”核心区建设背景下新疆翻译服务市场的

可持续发展模式，需先认识“一带一路”战略

对我国翻译服务市场的驱动机制。如果脱离整

体驱动逻辑，就难以厘清地方市场与国家战略

的协同关系。

3.1 政策驱动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至今，沿线已有

60 多个国家，涵盖近 80 种官方语言。国家为

此通过多项政策强调“语言先行”的重要意义，

这突出了翻译服务在跨国合作中的战略地位。

一方面，国家积极推动翻译服务规范化、普及

化，出台《翻译服务规范》等文件，强化翻译

质量认证体系，推动中国翻译服务与国际标准

接轨，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扶持等措施鼓励翻

译机构参与国际合作。另一方面，重视复合型、

复语型、国际化人才培养，回应我国扩大对外

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形势需要。为推动

建立小语种人才培养新格局，针对国家战略培

养更多国际化人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

合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开展小语种人才培

养培训。增强国内翻译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我

国翻译服务的海外认可度正在逐步提高。

3.2 项目驱动

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中国的国

际合作项目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发展趋势，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绿色

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显著进

展，并不断拓展合作模式与区域范围。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项目显著增加，个性化、

专业化的翻译需求不断增长，推动相关领域的

翻译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国际贸易、投资、合

作经营等商务活动的繁荣，进一步拉动了对口

译服务的需求。徐梅（2017）认为，口译工作

者作为国际经贸往来双方沟通的桥梁纽带，在

双方往来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直

接影响到贸易谈判的结果。据商务部统计，

2022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产品出

口总额突破 1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这种

繁荣促使文化作品、书籍、影视剧等领域的翻

译需求大幅增长。文化输出项目要求翻译结果

本土化、精确化，事实上是对翻译工作者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5]
。

3.3 科技驱动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应用显著降低了翻译成本，

尤其在实时翻译和大规模文本处理中表现突

出，人工译员则转向审核校对与文化移情等高

端服务。得益于机器翻译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在线翻译平台可通过整合全球译员资源与语

料库，实现了跨区域协同翻译能力的升级，有

效支撑了多语种文档的同步处理需求。在专业

垂直领域，技术个性化趋势显著增强，法律、

医学等领域构建专业术语词库，翻译效率和准

确性得到显著提升，翻译成本降低的同时提高

了用户满意度。这些前沿技术的融合应用，为

翻译服务市场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4 构建“三螺旋”发展模式

基于分析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产业和大

学之间新型互动关系的“三螺旋模型”理论，

新疆可构建“政策—人才—产业”联动机制，



《教育研究与实践》 ISSN 3058-3349 2025 年 第 3期

147

形成可持续的翻译服务发展模式。政府主导政

策与资源整合，高校提供专业化人才培养，企

业推动技术应用与市场反馈，形成“制度供给、

知识生产、市场需求”的良性循环。

4.1 制度螺旋

政府需发挥政策引导和资源整合作用，通

过顶层设计推动翻译服务市场与开放战略深

度融合。政策引导方面，可根据两个原则：第

一是标准化，如针对翻译服务行业制定专门规

章、建立多语种翻译服务示范工程、制定区域

翻译服务企业认证标准、建立跨境翻译服务认

证体系等。第二是普及化，如推动翻译服务纳

入关键基础设施、要求国际平台项目配备专业

翻译服务或翻译服务需求清单、将翻译服务纳

入自贸区建设考核指标等。资源整合方面，需

重视平台作用。一方面，可联合高校建立多语

种研究机构，聚焦地区翻译服务市场的数据化

与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多语种应用中的改进，

研发本地化的翻译服务模型，从而提升地区翻

译服务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可联合企业搭

建多语种翻译服务平台，利用市场导向优势，

为不同国际合作对象的各类国际合作项目及

时配给对应的翻译服务支持，从而吸引国内外

翻译服务企业集聚，形成规模化效应。

4.2 知识螺旋

高校需围绕区域开放需求，培养可适应不

同情境的复合型翻译人才，推进本地化、垂直

化的智能翻译技术研发，为翻译服务市场提供

智力支撑与科技赋能。刘桂芳和杨玲（2019）

基于合肥市翻译市场的需求分析，主张以行业

需求为导向优化课程设置。陶琳（2021）提出

的“产学研融合”培养模式也为新疆高校提供

了重要参考。有鉴于此，新疆高校可采用“复

合型课程体系+实战化教学情景”模式，通过

企业及时反馈行业需求，一方面，开设“语言

+专业”交叉学科专业课程，培养复合型翻译

人才；另一方面，与外贸企业共建实训项目，

将实战化的真实情境融入教学。本地化方面，

可充分发挥新疆地缘优势，针对中亚五国语言

及区域性语言（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设立语

言特训班，增加小语种人才储备；依托新兴区

域国别研究成果，编制手册、工具书等辅助材

料，减少跨文化交流中的语义误读与认知偏差。

垂直化方面，可聚焦“一带一路”相关重大国

际合作项目，建设垂直领域语言库，提供标准

化的翻译服务支持，开发相关术语数据库与智

能翻译系统，助力完善文件、文书、材料翻译

等涉及多领域的垂直领域服务。

4.3 产业螺旋

翻译服务企业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

技术迭代与服务升级，构建“专业化+场景化+

数字化”的产业生态。专业化方面，可围绕重

大国际合作项目，推出配套翻译服务，提供工

程图纸翻译、跨境劳工语言培训、国际标书本

地化等全链条服务。针对跨境电商、跨境物流

等新兴业态开发对应翻译服务，抢占数字贸易

的翻译服务高地。组建精通相关专业术语的翻

译团队，为法律文书、商务合同等重要材料提

供高水平翻译服务等。场景化方面，可将“AI

翻译+人工校对”混合系统应用于文件审核场

景，提高文件处理效率。将多语种解说、实时

语音翻译、跨文化交际辅助功能运用于文化交

流活动，增进交流互动体验等。将区块链技术

应用于跨境合同、协定、协议等关键文件存证，

实现全程可追溯。数字化方面，可在物流、金

融、IT 企业等行业间形成技术合作，共同开

发多行业+多语种调度系统、翻译接口等集成

化方案。通过电商平台数据分析各种商品在相

关市场中的热门搜索关键词，针对性优化多语

种翻译+SEO 策略等。

4.4 “三螺旋”协同效应

通过制度、知识、产业“三螺旋”的深度

耦合，可在新疆翻译服务市场形成具有本地特

色的协同效应，构建“政府引导、教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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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驱动”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具体而言，

政府通过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和建立翻译产业

联盟，发挥政策引导和资源整合作用，推动企

业服务升级与高校学科改革；高校依托产学研

合作平台，产出的复合型翻译人才和智能翻译

技术，形成知识创新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企业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和新疆自贸区建

设机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产业生态，通

过技术创新成果反哺政策体系优化与高校课

程体系重构。最终形成“以开放战略激活翻译

服务需求，以市场需求驱动知识生产，以知识

创新提升产业迭代”的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

实现翻译服务能力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同

频共振。

5 结语

关于地区翻译服务市场的既有研究多聚

焦于东部发达地区，对新疆等边疆区域的翻译

服务市场关注不足，未涉及边疆地区技术基础

设施薄弱的现实挑战，尤其缺乏对构建地区翻

译服务市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讨。研究在揭

示新疆翻译服务市场供需结构性矛盾和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对翻译服务市场驱动作用的

基础上，以“三螺旋模型”理论为基础，提出

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政策—人才—产业”协同

发展路径。

新疆的特殊区位赋予其翻译服务市场双

重使命：既要支撑跨境贸易、工程建设等经济

合作的“硬件作用”，也要承担文化传播、民

心相通的“软件作用”。这种双重属性要求翻

译服务必须兼顾专业精准性与文化适配性，而

当前小语种人才断层与技术应用滞后正成为

制约区域开放效能的关键瓶颈。“三螺旋”协

同机制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政

府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可加速翻译服务

标准化、普及化与翻译服务资源的整合；高校

针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可填补高质量翻译

人才缺口；企业基于市场需求推动技术迭代与

服务升级，可构建专业化、场景化、数字化的

良好市场前景。

研究预期，随着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深入

推进，翻译服务市场将呈现三大转型趋势：一

是服务内容从单一语言转换向“翻译+咨询”

的增值服务延伸；二是技术应用从通用工具依

赖向个性化解决方案升级；三是人才结构从通

用语种主导向复合型、复语型人才共同竞争的

多元化转型。在“三螺旋”模型的运转下，新

疆有望培育出集“制度保障、知识支撑、技术

赋能”于一体的翻译服务良好市场生态，这不

仅能够提升国际合作的沟通效率，更可以运用

跨文化交际能力消除不同文化间的认知偏差

与隔阂，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持续注入

多元文化活力。

参考文献

[1]杜文.河南省翻译人才供求情况及对策研究[J].英语广场,2019,(11):48-49.

[2]马功文.铜陵市翻译服务市场现状及对策研究[J].皖西学院学报,2022,38(04):137-140+156.

[3]刘桂芳,杨玲.基于市场需求分析的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

019,36(06):110-115.

[4]徐梅,邓皓东.“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经贸俄语口译人才的培养[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

017,(05):39-40+64.

[5]陶琳.“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专门用途英语翻译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科技视界,2021,(35):

164-167.

本文系：2024 年度新疆大学校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下新疆翻译服务市

场调查研究”（项目编号:XJU-SRT-24116）的研究成果。


	1 引言
	2 新疆翻译服务市场供需矛盾分析
	2.1 需求侧
	2.2 供给侧
	2.3 供需矛盾特点

	3 “一带一路”战略对翻译服务市场的驱动机制
	3.1 政策驱动
	3.2 项目驱动
	3.3 科技驱动

	4 构建“三螺旋”发展模式
	4.1 制度螺旋
	4.2 知识螺旋
	4.3 产业螺旋
	4.4 “三螺旋”协同效应

	5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