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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服务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与国家和高校目前实施的产教融合战略具有“双向奔赴”的内在

一致性特征。本文聚焦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产教融合体系建设，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出发，审视海南自贸

港语言服务市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各主体的利益冲突，并提出解决方案，以期能建构一个各方协

同发展的语言服务产教融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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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nguage service has a distinctive practical character, and ha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two-
way running" with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the country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system of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Hainan Free Trade Port,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keholders in the language service market 
in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nd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of each 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 theory, and 
proposes solutions,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language service integration mechanism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ll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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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语言服务作为跨文化

交流的重要桥梁，在促进国际贸易、文化交流以及

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海南自

贸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其语言服务市

场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自贸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

响力。在此背景下，探讨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产教

融合体系的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语言服务行业的

专业化水平，也是响应国家产教融合战略、推动高

等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 
本研究旨在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探讨海南

自贸港语言服务的相关利益相关者分类及其在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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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中的角色定位和互动机制，并尝试分析海南自

贸港语言服务产教融合体系建设的路径与策略。本

论文期望为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产教融合体系的构

建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促进语言服务行业的

健康发展，提升海南自贸港的国际化水平。 
2 产教融合与语言服务研究的”双向奔赴” 
2.1 语言服务的概念与范畴 
国内对于“语言服务”这一概念尚无统一定义。

王立非教授提出，语言服务是以跨语言能力为核心，

以信息转化、知识转移、文化传播、语言提高为目

标，为高新科技、国际经贸、涉外法律、国际传播、

政府事务、外语培训等领域提供语言翻译、技术研

发、工具应用、资产管理、营销贸易、投资并购、研

究咨询、培训与考试等专业化服务的现代服务业[1]。

语言服务行业是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而迅速发

展的行业之一。它不仅包括传统的翻译和口译服务，

还涵盖了语言教学、语言技术、本地化服务等多个

领域。语言服务行业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全球性：语言服务需求遍及全球，随着国

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增加，对多语种服务的需求日

益增长。 
（2）多样性：语言服务需要满足不同行业、不

同场景的需求，从法律文件翻译到技术手册编写等，

服务类型多样。 
（3）专业性：高质量的语言服务要求服务提供

者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4）技术性：现代语言服务越来越依赖于人工

智能、机器翻译、语料库等技术手段，以提高效率和

质量。 
（5）动态性：语言服务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服务内容和方式

需要不断创新。 
2.2 产教融合政策与语言服务的内在一致性 
国家产教融合政策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对教育与

产业结合的不断深化认识和实践探索。自 20 世纪

70-80 年代起，中国开始逐步推行产教融合政策，旨

在通过政策引导，促进教育与产业的紧密结合，培

养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我国高校产

教融合的发展历程可以简述为四个阶段[2]：一是萌

芽阶段（1978—1990 年）,政策文件中开始强调科技

与产业以及学校与企业的结合，为产教融合理论和

政策奠定基础；二是探索阶段（1991—2005 年）,在
“产教结合”被确立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概念的同

时，“教育产业化”和“产学研合作”等新概念浮现；三

是发展阶段（2006—2013 年）,政策术语“校企合作”
和“工学结合”具化，并强调现代学徒制；四是突破阶

段（2014 年至今）,“产教融合”被提升为国家重要战

略，强调消除教育和产业的边界，以职业教育和地

方高校转型为主要发展对象，使更多的主体参与其

中。 
我国的产教融合相关要求，最初是面向职业教

育，目前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高等教育也要面临

产教融合的新要求，这也要求外语专业的教学和人

才培养要调整和适应新的思路，要关注外语专业能

够对接相关产业的服务，才能更好地体现语言服务

的价值所在。 
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就提出，产教融合是职业教

育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强调[3]，产

教共同体不仅有高职院校，一定还要有跟行业紧密

结合、特色鲜明的普通大学，要把职普融通这件事

情真正地在教育链内部打通。而产教融合共同体不

仅服务于高职院校，还要服务于普通高等学校，产

教融合不仅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还

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产教融合是指产业与教育的深度合作，通过整

合双方资源，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双赢。而

语言服务同样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4]，语言服务行

业中语言服务提供方、需求方和支持方的紧密关联

也决定了这一行业要实现健康稳定发展，必然要实

现各方的协同与融合。因此，国家的产教融合政策

与语言服务产业和行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高度一致

的。 
对于语言服务行业和高校等教育机构而言，产

教融合是校企相互满足合理需求的“双向奔赴”，是

站在不同利益视角的协同发展[5]，双方的协同可以

涵盖以下方面： 
（1）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政策鼓励高校根据

语言服务行业的需求，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加强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跨文化交际

能力。 
（2）校企合作机制的建立：政策支持高校与语

言服务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实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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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项目合作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3）翻译技术应用与开发：产教融合可以促进

高校与企业在语言服务技术方面的合作，提升技术

在赋能数智时代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中的作用。 
（4）实践平台：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

机会，使学生在实践中提升专业技能，同时企业也

能发现并培养潜在人才。 
（5）行业标准与教育内容的对接： 通过产教

融合，高校和企业可以共同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和规

范，提升整个行业的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高校

可根据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

容，将行业最新标准和技术融入课程体系。 
（6）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推进：政策促进高校、

研究机构、企业以及行业协会之间的协同创新，推

动语言服务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形成产学研用一

体化的生态系统。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家产教融合政策对

语言服务产教融合体系建设起到了基础性和引导性

的作用。海南自贸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对语言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产教融合能够为自贸

港的语言服务行业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推

动行业的快速发展，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化发展提

供语言服务支撑。 
2.3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语言服务生态系统 
既然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自贸港语言服

务产教融合建设路径，首先介绍一下利益相关者理

论：“利益相关者”这一词最早被提出可以追溯到弗

里曼出版了《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

法》一书[6]，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利益

相关者是指对一个组织或项目的决策、行动或结果

有直接或间接利益的个人或实体。王克岭，李刚

（2023）针对乡村旅游中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提

出了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互惠性治理机制[7]。 
相关学者也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对语言服务领

域展开分析，如韩林涛（2019）分析了语言服务行业

翻译技术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并提出“以语言服务利

益相关者为本”的原则应该成为翻译技术商业伦理

的首要原则[8]。我们认同韩林涛的观点，并认为，国

家或区域的语言服务要健康稳定发展，应该建立语

言服务各方利益相关者协同共生的生态系统。 
3 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发展环境分析 

3.1 自贸港政策环境 
海南自贸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其

政策环境对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海

南经济的发展特点，与这一区域语言服务行业发展

最为直接相关的相关政策，应属与国际化语言环境

建设相关的系列政策。海南省近年来积极推进国际

语言环境建设，持续推出系列相关政策，这些政策

关联度强，涉及相关责任单位明确，要求逐步深入，

国际语言环境建设的涉及主体逐步由“旅游行业相

关从业人员”到“全民外语普及”，而文件发布者也由

旅游主管部门上升到政府层面，这反映了海南省在

国际语言环境建设方面的逐步深入和拓展，也是新

时代海南继续深化改革的要求，适应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9]。而这些

相关政策的出台，一方面将会有效提升海南国际化

语言环境建设水平，另一方面则是海南在未来发展

现代服务业，特别是语言服务行业业持续发展的政

策“红利”，为语言服务的深入发展和融合提供良好

的宏观政策优势。相关政策和文件的要求在语言翻

译、语言培训、语言出版、语言测试、语言技术等语

言产业子业态发展方面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自贸港政策的开放性、便利性以及对外

资和人才的吸引力，也为语言服务行业提供了良好

的发展土壤。应该说，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为语

言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政策优势，特别是

自贸港建设的制度创新机制，为语言服务行业的健

康发展和规范管理提供了更多的先行先试的创新潜

力。 
3.2 自贸港语言服务市场需求分析 
随着海南自贸港的迅猛发展，该地区对于语言

服务的需求呈现出了显著的增长趋势。这种需求的

增长主要集中在旅游、商务、教育和文化交流等关

键领域。 
在旅游领域，海南作为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地，

而且确定了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目标。因此，

对于能够提供多语种服务的导游和翻译人员的需求

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在旅游领域围绕着整个产业链

的游前、游中、游后的多场景、多领域的语言服务需

求也在持续增加。 
在商务领域，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国际化进程不

断推进，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选择在这里设立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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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这些企业在进行商务谈判、文件翻译等活动

中，对专业语言服务的需求也在持续上升。他们需

要这些服务来确保沟通的准确性和高效性，以便更

好地开展业务。 
在教育领域，海南自贸港各类教育机构积极推

进国际化教育进程。以海南自由贸易港陵水黎安国

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为例，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试验区将聚焦教育服务贸易，

承接国际教育消费回流，对于外语教学、学术交流

等语言服务的需求变得尤为迫切。海南还在致力于

打造国际教育岛，积极引入国内和国际高水平院校

在此独立办学，并努力打造留学海南品牌。这些举

措同样需要高质量的语言服务的支持。 
在文化交流方面，海南自贸港举办的各类国际

会议、展览和文化活动，都需要语言服务作为沟通

的桥梁，以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人士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 
4 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产业链及利益相关者分

析 
4.1 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产业链构成与主要环

节 
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产业链是一个涵盖语言教

育、翻译服务、语言技术产品开发等多个环节的综

合体。产业链的上游主要包括语言教育资源的提供

者，如高校、专业培训机构等；中游则是语言服务的

直接提供者，包括专业翻译公司、多语种呼叫中心

等；下游则是语言服务的需求方，涉及跨国企业、外

贸公司、旅游机构等。 
4.2 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利益相关者角色与互

动关系 
海南自贸港的语言服务市场涉及以下主要利益

相关者： 
（1）政府机构：负责制定政策、规划市场发展、

监管市场秩序。政府在语言服务产业链中扮演着政

策制定者和监管者的角色。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如

鼓励产教融合、提供税收优惠等措施，政府积极推

动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 
（2）语言服务提供商：语言服务企业是产业链

的服务提供者，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语言服务，满足

市场需求，推动语言服务产业的繁荣。包括翻译公

司、本地化服务提供商、多语种内容创作者等。 

（3）高校教育科研机构：作为人才培养和语言

服务研究的主要阵地，高校在语言服务产业链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校企合作，实现教育资源

与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促进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

的结合。 
（4）行业协会和标准化组织：行业协会在产业

链中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通过组织行业交流、

制定行业标准等方式，促进行业内的交流与合作。 
（5）语言技术供应商：提供语言服务相关的技

术支持，如翻译软件、机器翻译等。 
（6）终端用户：终端用户的需求是推动语言服

务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户的反馈和评价对语言

服务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这部分包括本土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个人、企业（组

织）用户。 
5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产教融合体系建设路

径 
5.1 体系建设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 
在构建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产教融合体系的过

程中，首先需要确立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

方法论来指导实践。理论框架构建应基于利益相关

者理论，识别并分析高校、政府、行业协会以及语言

服务企业等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发展需求，收集

各利益相关者对产教融合体系的期望和需求。在明

确各方需求的基础上设计利益协调机制，确保不同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避免冲突，要构建利

益整合平台，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提高产教

融合的效率和效果。 
5.2 具体实施路径与策略 
在明确了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基础上，需要进

一步明确各相关方的利益冲突及解决方案，才能够

确保各利益相关者能够建立产教融合的共同体。以

下是对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可能产生的冲突以及解

决方案的基本分析： 
政府机构与语言服务提供商： 
冲突：政府相关政策有可能影响语言服务企业

的业务类型和业务布局。 
解决方案：建立透明的监管和政策发布机制，

提供政策咨询和指导，鼓励语言服务企业调整业务

方向和发展思路。 
教育机构与语言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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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高校教育内容可能与语言服务市场需求

不同步。 
解决方案：加强产教融合，实施校企合作，更新

课程内容以符合行业趋势。 
行业协会与技术供应商： 
冲突：技术快速发展可能与现有行业标准不符。 
解决方案：建立沟通机制，行业协会应定期更

新标准，技术供应商应参与标准的制定过程。 
语言服务提供商与终端用户： 
冲突 1：服务费用和质量可能不匹配。 
解决方案 1：建立行业标准，提供质量保证和合

理的定价策略。 
冲突 2：用户期望与服务提供商的交付能力之间

存在差距。 
解决方案 2：增强用户反馈机制，提供定制化服

务，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在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生态体系中，每个利益

相关者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参

与语言服务市场互动。如政府机构通过政策支持和

市场监管为语言服务行业和市场提供稳定的环境；

教育机构负责培养专业语言服务人才，满足市场对

人才的需求；技术供应商通过技术创新推动语言服

务行业发展；终端用户（个人、组织或企业）作为服

务的需求方，推动服务提供商不断优化服务；行业

协会和标准化组织确保服务质量和行业健康发展；

研究与发展机构提供前沿的研究成果，促进服务创

新；最终，终端用户通过使用服务并提供反馈，影响

服务的持续改进和创新。以上是各利益相关者协同

发展，建立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产教融合体系的机

制保证，共同推动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市场的发展，

实现共赢。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了产教融合相关的政策以

及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理解了语言服务与产教融合

政策的一致性，并深入分析了海南自贸港的语言服

务需求，并探索如何从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等方面

去构建一个语言服务产教融合的体系。语言服务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基础和先导工程，语言服务

的良性发展离不开语言服务需求方、提供方、政府、

高校四方合力。在具体实践中，要明确语言服务需

求方和语言服务供应方的运营状况及互选参数，确

定地方政府和高等院校在语言服务方面的保障作用，

探索语言服务特色方向，建构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语

言服务产教融合协同创新体系，对促进区域经济的

发展和保障国家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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