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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语言服务市场蓬勃发展及高技能人才需求激增的背景下，语言密集型岗位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界定语言密集型岗位的概念，综述国内外语言职业能力研究的

最新进展。基于国内外标准职业分类和行业实际，将语言密集型岗位分为 12大类和四

个等级，为语言人才的需求分析和能力评价提供依据。本研究指出战略规划级与研究创

新级语言岗位，以及“语言+行业+技术”复合能力将成为需求重点。本研究对推动面向

语言密集型岗位人才培养相关研究和职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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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s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booming global language services market and the surge in

demand for highly skilled talent,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intensive positions is increasingly

evident.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language-intensive positions and reviews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on languag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Based o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and

industry practices, language-intensive positions are categorized into 12 major types and four

levels, provid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talent demand and competency evaluation.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strategic planning and research innovation-level language positions,

as well as the “language + industry + technology” composite skills, will become key areas

of demand. This research offers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studies on talent cultivation for

language-intensive positions and related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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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增加

服务业紧缺技能人才供给，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2022年 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推动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强调要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健全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创新高技能

人才培养模式、加大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上述政策文件为语言密集型岗位发展和语言人

才培养体系完善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指引。当前，语言服务产业蓬勃发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24

年全球语言服务市场规模为 715.3亿美元，预计该市场将从 2025年的 762.4亿美元增长到 2032年的

1275.3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7.6％1。我国的语言服务市场总规模已突破 1982亿元，各类语言服

务企业超过 124万家，涵盖翻译与本地化、多媒体语言服务、语言培训服务、多语言内容服务等多

个领域（王立非、王继辉，2024），反映出市场对语言密集型岗位的强烈需求，推动了该领域职业

类型的不断丰富与细化。本文提出语言密集型岗位的概念，梳理国内外语言职业能力研究现状，详

述语言密集型岗位的分类和等级划分，揭示语言岗位需求重点，提出语言人才培养思路，以期推动

对语言密集型岗位和相关学术研究的关注。

二、语言密集型岗位相关研究现状

（一）语言密集型岗位的概念2

语言密集型岗位是指以语言能力为核心生产要素，高度依赖语言沟通、跨文化理解、文本创作

及多语言转换的职业类型。这类岗位的核心特征包括语言使用频率远超其他技能，日均语言处理时

长占工作时间 60%以上；语言质量直接影响工作成效，如翻译准确性决定商业合同效力；语言能力

与行业专业知识深度融合，如医疗翻译需同时掌握医学术语和语言转换技巧。

（二）国外语言密集型岗位能力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没有采用语言密集型岗位的概念，主要围绕语言相关职业能力开展以下三方面研究：

1.语言相关职业能力在不同职业领域中的重要性。Wagiran等（2023）指出，掌握外语是未来职

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技术和信息技能等硬技能互补，强调了外语能力在职业发展中的关键作

用。Moczydlowska（2018）分析了化学公司对化学专业人员的职业能力期望，发现雇主特别重视英

语语言能力，表明语言能力在特定职业中的重要性。Korovkina（2024）讨论了同声传译员的职业能

力结构，包括交际能力、外语能力等程序性或专业性能力，揭示了特定职业中语言职业能力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Burgaz（2008）的研究发现，职业中学学生应具备多种技能和个人特质以获得就业机

会，其中沟通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和外语能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就业能力，表明良好的语言职业能

1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2025-05-26）.“语言服务市场”，https://www.fortunebusinessinsights.com/zh/enquiry/sampl
e/language-services-market-111514.
2 语言文字著名学者刘培俊先生有关“语言密集型岗位”概念的讨论很有启发，谨以此文表达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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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于毕业生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2.语言相关职业能力的培养途径与策略：Kovalenko和 Afanasenko（2021）探讨了将学术英语写

作整合到药学硕士学生培训中，以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发现学术写作课程能够提升学生的职业能

力，战略规划减少学生对学术语言的误解。Mustonen和 Strömmer（2024）研究表明，跨语言实践不

仅加深了多语学生对领域特定内容的理解，还帮助他们战略性地使用和增强多语资源，从而促进职

业发展，强调了多语种能力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性。Sokolova和 Sergeeva（2021）探讨了教师职业

能力中的价值取向，战略规划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教师的专业创造力与战略规划职业表现的有效性

之间的显著关系，强调了教师价值观在职业能力培养中的作用。Alieva等（2021）则研究了学生在

学习英语用于职业目的过程中的外语职业能力，发现通过特别设计的练习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职业

能力。

3.语言职业能力的评估方法与工具：Xu等人（2021）对护士职业能力量表中文版本进行了心理

测量评估，确定了战略规划心理测量特性、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为语言职业能力的评估提供了

科学的方法和工具。Schiltenwolf和 Deppermann-Wöbbeking（2023）对骨科和创伤外科领域专家意

见的期望进行了探讨，其中也隐含了对专家专业能力（包括语言职业能力）的评估要求，提供了特

定领域语言职业能力评估的视角。

4.语言职业能力模型与量表：Lester等（2018）提出的修订版职业能力模型为语言职业能力的发

展提供了启示，强调了战略规划灵活性和适用性，可以应用于不同专业或职业领域，包括那些对语

言能力有特定要求的领域，为未来制定专门的语言职业能力模型与标准提供了基础。Liu 和 Chu

（2024）采用了经过调整的中文版多维教师韧性量表（MTRS），对 539名教师进行了调查，揭示

了教师韧性的三因素结构：专业能力、社交性和坚毅性。

（二）我国语言相关职业能力研究现状

我国语言相关职业能力研究聚焦以下三个领域：

1.翻译职业能力发展。李争（2024）强调在数智时代背景下译者需重塑职业能力框架，从通识

认知、人机协同及实践共同体构建三方面提出提升策略。穆雷等（2017）分析了翻译人才的能力特

征，指出国际语言服务业对专业领域及小语种翻译人才需求巨大。邢杰与金力（2020）则通过梳理

新版欧洲翻译硕士能力框架，启示我国翻译硕士教育应强化职业能力培养。韩彩虹与许文胜

（2023）以新文科视角，构建外贸口译职业能力框架，揭示自我会话、听力、翻译及跨文化交际能

力对职业能力的影响。

2.特定群体语言能力探索。冷晴等（2024）对听力语言康复从业人员的胜任力分析，揭示了专

业知识不足对服务质量的影响。仵兆琪（2022）则聚焦学前师范生，通过构建职业语言能力框架，

强调语言教育与岗位需求的匹配，聚力职业交际语言能力核心要素的实训改革。李佳和张洁

（2020）通过田野调查，指出多语能力对跨境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重要性，为语言职业能力在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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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环境中的应用提供了新视角。

3.语言教育与职业能力融合。欧丽贤等（2023）对日语人才社会需求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指出

复合型日语人才的需求量占比远高于单一语言能力的人才，为高校日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针

对性建议，推动语言教育与职业能力的深度融合。綦雁（2016）则强调大学汉语教学应强化策略改

革，提升学生语言应用能力，以适应职业需求。曾用强（2024）解读实用英语交际职业技能等级模

型，涵盖能力要求、内容要求和语言要求三个维度，为职业院校的英语能力培养明确了方向，有助

于推动语言教育与职业能力的深度融合。

国内外语言相关职业能力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研究视角多元且深入。国外研究不仅关注

语言职业能力在不同职业领域中的重要地位，还从培养策略、评估方法及模型构建等多维度展开，

为深入理解语言职业能力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坚实基础。二是特定群体研究兴起。针对特定群

体如听力语言康复从业人员、学前师范生、跨境流动人口等的语言职业能力研究逐渐增多，不仅关

注语言技能本身，还强调语言能力与行业知识的深度融合。三是跨学科融合趋势明显。语言职业能

力研究强调语言学与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共同探索语言职业能力的发

展路径和评估体系。

尽管语言职业能力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对什么是语言人才和语言岗位的概念不够清

晰，岗位分类和具体存在哪些岗位，以及语言密集型岗位的能力分级缺乏完整的梳理。

三、语言密集型岗位的内涵、分类与分级

（一）语言密集型岗位的内涵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08）中，没有直接明确 “语言密集型岗

位” 的分类，但从职业分类的维度和一些具体职业类别中，可以找到与语言密集型相关的岗位信

息。从技能角度的间接关联看，ISCO-08将技能水平和技能专业程度作为职业分类的重要依据。语

言技能在很多职业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需要高水平沟通、表达、翻译、写作等能力的

职业。例如，在“26 Legal, social and cultural professionals”（法律、社会及文化专业人员）这一类

别中，像律师需要精准地运用法律语言沟通、辩论和撰写法律文件；记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

和写作能力进行新闻报道；教师需要通过清晰的语言讲解来传授知识。“263 Journalists, media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s”（记者、媒体及相关专业人员）的职业主要工作围绕信息的采集、撰写、编辑

和传播，对语言的运用能力要求极高。记者需要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描述事件，撰写新闻稿件；编

辑要对文字内容审核、修改和优化，确保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媒体相关专业人员如播音

员、主持人等，需要具备标准、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以清晰地传达信息给受众。“264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s”（翻译、口译及相关专业人员）是最直接与语言相关的职业类

别，翻译人员需要将一种语言准确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要求对两种语言的语法、词汇、文化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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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口译人员则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语言的转换，对语言的反应速度和表达能力要

求更高。通过 ISCO-08对职业分类体系的分析可以发现许多职业对语言技能有较高的要求，这些职

业是语言密集型相关的岗位。

（二）语言密集型岗位的分类

从国内外标准职业分类和行业实际情况，语言密集型岗位可大致划分为 12大类，包括翻译与本

地化服务岗位、教育与培训类岗位、客户服务与支持类岗位、法律与合规性岗位、媒体与传播类岗

位、市场营销与公关类岗位、外交外事官员岗位、出版与内容创作类岗位、心理咨询与调解类岗

位、语言研究与开发类岗位、文化传播类岗位、跨境电商与数字营销类岗位。

翻译与本地化服务类岗位，涵盖笔译、口译、软件本地化等细分领域。2024年全球翻译市场规

模达 717亿美元，预计 2025年增长至 757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语言服务市场，2024年翻译

从业人员达 680.8万人，服务范围从传统文件翻译扩展至国际传播、跨境电商等新领域。

教育与培训类岗位，包括语言教师、跨文化培训师等。在线教育的普及推动语言培训市场规模

持续扩大，2024年中国在线语言学习用户突破 1.2亿人，带动教师岗位需求增长 15%。

客户服务与支持类岗位，涉及多语种客服、技术支持等。2024年中国客服行业招聘量达 56万

多人，其中多语种客服岗位占比提升至 12%，薪资较普通客服高 20%。

法务与律师类岗位，包括法律翻译、国际商事调解等。随着跨境贸易增长，中国涉外法律翻译

需求年均增长 25%，具备法律背景的双语人才缺口达 15万人。

媒体与传播类岗位，涵盖国际新闻采编、影视译制等。2024年中国影视译制市场规模突破 50

亿元，短视频平台催生多语言内容运营岗位，招聘需求同比增长 111%。

市场营销与公关类岗位，包括国际品牌策划、跨文化营销等。跨境电商企业对小语种营销人才

需求激增，如某新能源公司海外技术支持岗位年薪达 70万元，但要求同时具备西班牙语能力和光伏

行业经验。

外交外事类岗位，参与国际谈判、外交活动，撰写外交文书（如照会、声明），用外语正式发

言。要求精通联合国工作语言（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表达严谨、准确，避免歧义，

需掌握外交辞令。国际组织职员（如联合国、WTO）处理国际事务、撰写报告，需在会议中用外语

陈述观点或翻译文件。要求至少精通两门以上外语，熟悉国际组织的专业术语和沟通流程。

出版与内容创作类岗位，负责编辑/校对员审核、修改书稿、新闻稿件或学术论文，确保语言规

范、逻辑连贯、无语法错误。要求对母语的语法、词汇、标点符号使用有极高敏感度，部分需跨语

言编辑能力（如双语杂志编辑）。文案写手，创作网络文章、为媒体、企业撰写文案或专题文章。

要求文字风格鲜明，擅长用语言构建场景、表达观点，需持续优化写作技巧和词汇量。

心理咨询与调解类岗位，如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要求具备同理心和沟通技巧，能用温和、

精准的语言建立信任，避免使用刺激性词汇，跨文化咨询需考虑语言背后的文化隐喻。调解员/仲裁

员在纠纷中通过语言沟通协调双方立场，促成和解，撰写调解协议。 要求逻辑清晰、表达中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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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捕捉双方诉求的关键点，用法律或行业术语准确传达解决方案。

语言研究与研发类岗位，如语言学者研究语言结构、演变规律、语义关系，撰写学术论文或参

与语言保护项目（如濒危语言记录）。要求精通语言学理论，能通过田野调查记录和分析语言现

象，需掌握国际音标和多语言数据处理工具。词典编纂者/术语专家编写词典、行业术语库，定义词

汇含义、例句和用法，确保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要求对词汇的历史演变、语境用法有深入

理解，能跨语言对比术语差异（如法律、医学领域）。

文化传播类岗位包括文化遗产解说员、博物馆策展人等，要求能用生动语言传递专业知识，根

据受众（如儿童、学者）调整表达风格，跨文化展览需多语言解说能力。

跨境电商与数字营销类岗位，涉及跨境电商运营、海外社交媒体经理撰写产品描述、营销文

案，通过外语（如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在海外平台（如亚马逊、TikTok）推广商品，回复用户

评论。要求熟悉目标市场的语言习惯和网络用语，能结合当地文化撰写本土化内容，需快速响应客

户咨询。 游戏本地化工程师将游戏中的文本、对话、界面翻译为目标语言，战略规划确保语言风格

符合当地文化（如俚语、幽默表达）。要求精通游戏术语，具备跨文化适应能力，能在保留原意的

同时让译文自然流畅。

四、语言密集型岗位的分级

依据语言能力的复杂性、专业性和应用场景的深度，语言密集型岗位从低到高可划分为基础应

用级、专业操作级、战略规划级和研究创新级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呈现递进式提

升，对应不同的职业类型和工作内容（见表 1）。

表 1：语言密集型岗位分级

等级 语言能力应用要求 跨文化能力
行业知识

融合度
岗位场景

基础应用级 通用语言准确表达 基础礼仪认知 低
标准化文档、日

常沟通

专业操作级 领域术语精准运用 文化差异识别 中
专业报告、译

文、谈判

战略规划级 多语言战略设计 文化适配与创新 高
全球传播方案、

跨文化培训

研究创新级 语言理论创新与技术突破 跨学科文化建模 极高
学术论文、AI模

型、语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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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应用级

1.等级特征

以通用语言技能为核心，完成日常沟通、信息传递或标准化内容产出，语言使用场景较为固

定，对专业深度要求较低。技能要求掌握母语或目标语言的基础语法、词汇和表达逻辑，能进行日

常对话和书面沟通。熟悉常见文档格式（如邮件、报告、说明书等），输出内容需准确、清晰但不

强调创造性。具备基础的跨文化沟通意识（如简单商务礼仪），但无需处理复杂文化差异。

2.典型岗位

（1）行政文员 /客服专员

处理日常办公文档、接听客户咨询电话、回复标准化邮件等。需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解答常规问

题，避免歧义；书面沟通需符合公司模板要求。根据统计，我国客服岗位规模超 500万人，其中

80%以上岗位要求“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2）初级文案 /内容运营（通用领域）

撰写产品介绍、社交媒体短文、活动通知等基础文案。需掌握大众化表达风格，吸引普通受

众，较少涉及专业术语或深度创作。据 2024年行业报告调查，互联网行业初级内容岗占比约 65%，

平均薪资集中在 5000-8000元/月。

（3）外贸单证员 /跨境电商助理

制作进出口单据、处理跨境电商平台客户留言、协助基础谈判。需熟悉外贸英语术语（如

FOB、L/C），但主要使用标准化模板，无需复杂谈判技巧。

（二）专业操作级

1.等级特征

聚焦特定领域的语言技能，需掌握专业术语、行业规范和复杂表达逻辑，能独立完成专业性内

容创作或沟通任务。技能要求深入理解行业语言体系（如法律条文、医学术语、技术文档格式

等），表达需精准、严谨，避免歧义。能根据不同受众调整语言风格（如对客户用通俗解释，对同

行用专业术语）。具备基础的跨文化专业沟通能力（如翻译行业的 “准确通顺” 原则）。

2.典型岗位

（1）法律翻译/专利代理人

翻译法律合同、专利说明书，撰写法律意见书或专利申请文件。需准确转换法律术语，如“不

可抗力”“预期违约”等，确保译文法律效力；专利文件需符合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格式

要求。中国翻译协会 2024年统计显示，专业法律翻译岗位平均薪资达 15000-25000元/月，持证译员

（如 CATTI一级）需求增长 30%。

（2）医学编辑/科学传播专员

撰写医学论文、科普文章，编辑学术期刊或策划科学传播活动。需将“细胞凋亡”“PCR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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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专业概念转化为大众可理解的语言，同时确保科学准确性。调研显示，科学媒体的编辑岗位

要求硕士以上学历，需发表过相关领域论文。

（3）商务谈判代表/国际销售经理

主导跨国商务谈判、制定合作协议、维护客户关系。需精通商务英语（如谈判话术、合同条款

解读），能识别文化差异对沟通的影响（如日本客户的“委婉拒绝”习惯）。调查显示，具备双语

谈判能力的销售岗位薪资比单一语言岗位高 40%-60%。

（三）战略规划级

1.核心特征

以语言技能为核心制定战略方案，需统筹多语言资源、协调跨文化团队，战略规划解决复杂沟

通难题。技能要求精通至少两种语言，深入理解不同文化的语言习惯、修辞逻辑和商业规则。具备

“语言战略思维”，如根据目标市场文化调整品牌口号、设计本地化沟通策略。领导跨语言团队完

成大型项目（如国际展会、跨国并购中的沟通协调）。

2.典型岗位

（1）多语言产品经理

建设策略类语言服务产品，通过工作流程的改进、多语言技术的迭代，提升平台多语言产品能

力，优化多语言平台效率。岗位涉及搜索词翻译、商品信息翻译、评价翻译及买卖家沟通翻译等多

个关键领域，需要统筹多语言资源，战略规划全面负责语言产品，优化平台整体语言体验。

（2）全球化传播总监/公共关系（PR）专家

制定企业全球传播策略，处理跨国危机公关，策划多语言品牌活动。需为不同国家市场定制传

播内容，例如将中国企业的“创新”理念转换为德国市场可接受的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增强认

同感。如某新能源车企进入欧洲市场时，全球传播的本土化工作得力，品牌认知度提升 25%。

（3）跨文化管理顾问/国际教育项目负责人

为跨国公司设计跨文化培训方案，协调海外留学、交换项目的语言教学体系。需分析不同国家

的“高语境”（如日本）和“低语境”（如美国）文化差异，设计针对性沟通课程。 据麦肯锡 2024

年报告，全球 500强企业中 78%设有跨文化沟通部门，相关岗位年薪普遍超过 30万美元。

（4）外交外事人员/国际组织项目协调员

参与国际谈判、撰写外交文书、协调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项目。需熟练运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规定的外交语言，在正式场合使用精准措辞（如“表示遗憾”与“强烈谴责”的外交等级差

异）。外交部公务员招录中，语言类岗位占比超 40%，需通过多轮语言口试和模拟谈判考核。

（四）研究创新级

1.核心特征

聚焦语言科学的理论研究或前沿技术创新，需推动语言学科发展或解决行业共性难题。技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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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具备语言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跨学科知识，能开展语言数据建模、语义分析等研究。掌

握语言技术工具（如自然语言处理 NLP、机器翻译系统开发），战略规划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场

景。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或主导制定行业语言标准。

2.典型岗位

（1）计算语言学家/AI语义研究员

开发机器翻译算法、构建语言知识库、优化聊天机器人的语义理解能力。需分析语言的句法结

构（如主谓宾关系）、语义角色（如施事、受事），为 AI模型提供理论支撑。2024年 Google的大

模型在多语言翻译任务中达到人类专业译员水平，BLEU评分（机器翻译评价指标）提升至 92分

（满分 100）。

（2）语言政策研究员/濒危语言保护专家

研究国家语言政策（如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制定濒危语言抢救方案。需运用田野调查方

法记录方言发音，通过语音学分析构建语言谱系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全球 7000多种语言

中，40%面临消亡风险，相关研究岗位需求随文化保护意识增强而增长。

（3）语言病理学家/儿童语言发展专家

诊断和治疗语言障碍（如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发育迟缓），开发语言康复训练方案。需掌握语音

障碍的医学术语（如“构音障碍”“失语症”），战略规划设计个性化语言训练游戏。根据美国劳

工统计局预测，2024-2034年语言病理学家岗位需求增长 21%，远超职业平均增速。

五、结语

AI工具正在快速取代基础应用级岗位（如初级客服、初级翻译），据专家预测，到 2026年，

70%的基础语言岗位将实现自动化。战略规划级和研究创新级岗位因全球化深化和 AI技术发展而供

不应求。数据显示，“跨文化沟通专家”和“NLP工程师”等职位近三年招聘量增长超 150%。未

来语言密集型岗位需“语言+行业+技术”三维能力。例如，医疗翻译需同时掌握医学知识和机器翻

译工具操作，法律谈判专员需了解跨境电商合规规则。语言密集型岗位的等级划分不仅反映技能高

低，更体现了从“工具性应用”到“战略性创新”的价值跃迁。在 AI时代，基础语言技能的重要性

逐渐让位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和跨文化战略思维。

面向语言密集型岗位需求培养新时代语言人才，聚焦专业操作级及以上等级，提升“语言+X”

的复合能力，是应对 AI时代翻译与语言服务行业变革的关键路径。企业和高校需聚焦高端语言人才

培养，构建“技术辅助+人文核心”的新型人才结构，从六个方面着手，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一是重

构课程体系，深度融合语言与行业知识，增设跨学科课程，搭建跨学科研究和实践平台，培养学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扩大跨学科双师型师资队伍规模，提升跨学科教学

能力。三是拓宽国际视野，鼓励学生跨校跨境交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化和跨文化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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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四是利用技术赋能，提高外语学习效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五是深

化校企合作，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确保学生掌握所需技能与素养。六是完善认证体系，鼓励学

生考取行业证书，推动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优化。这些措施将助力语言人才适应全球化与数字化的

双重挑战，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语言服务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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