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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SWOT分析框架，全面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优

势、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优化治理对策。大湾区作为多语种共存的区域，拥有丰富

的语言资源和坚实的语言服务产业基础，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独特优势。但

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的通用性存在短板、应急术语和服务规范不统一，以及应急语言服

务协同机制不健全等不足，使得应急语言服务响应的效率和质量受限。大湾区可以借助

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强劲与科技创新等机遇，强化语言资源整合，推动智能技术赋能，

完善跨区域协同机制，从而提升应急语言服务能力。面对人口流动性大、突发事件频发

和制度协调难度大等挑战，建议通过强化韧性导向的应急响应体系、优化三层级服务机

制和加强应急语言服务的评估与反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提供高效、精准的语言支

持。本研究为建设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提出了策略选择方案，有助于推动区域应急

管理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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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SWOT Analysis and Governance Strategy Sel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Syste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syste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and proposes
optimal governance strategies. As a multilingual region,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a great
diversity of language resources and a solid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foundation, this provides a
unique advant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system. However, the
unpopularity of the dominant language in some areas presents difficulties, as does the lack of
standardized emergency terminology, and inadequat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for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All these factors limit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respons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reater Bay Area can leverage opportunities
such as policy support, stro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resources, promote smart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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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hereby enhancing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capabilities.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high population mobility, frequent emergencies,
and difficulties in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resilience-oriented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s, optimize a three-tier service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of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to ensure efficient and precise
language support in emergencies. This paper presents strategic op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 system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which will help improve the
region's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city.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SWOT analysis; language resource integrat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一、引言

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建设已成为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国家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建立语言服务机制，

建设国家语言志愿服务队伍”；《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通知》提出“加

大应急管理标准外文版供给”“提升应急救援人员的多言多语能力，建设专业化应急语言服务队

伍”；《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将“成立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加强应急语言服

务能力建设”列为主要任务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高发区域，应急治理问题

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

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应急协调平台，联合制定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

件等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不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合作能力”。此后国家相关部委出台

的关于大湾区的系列领域发展规划中都将应急处置和危机防范列入其中。大湾区人口密度大，开放

程度高，是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高发区域，应急语言服务需求量大，种类多样（王海兰、李宇明，

2021,p.4），研究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加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是“湾区所需”。李宇明、李艳

（2019），李宇明、王海兰（2020），王海兰、李宇明（2021），胡辉莲、郝俊杰（2023）等从不

同角度对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问题展开讨论。屈哨兵主编的《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发展报告

（2022）》专设“健康湾区语言服务”板块，对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应对新冠疫

情的应急语言服务经验进行了多维度总结。

本文拟运用 SWOT分析框架全面分析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具有的优势和不足，以及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基于此提出治理对策，形成区域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湾区方案”。

二、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 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s）

1.语言资源丰富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颇具特色的多语种共生区域。在语言上包含汉语的普通话和粤方言、客家

方言、闽方言以及英语、葡语，在文字上包括简化汉字、繁体汉字、英文、葡文等，多种语言多文

字交织共存。多语言多文字的语言特征是构建高效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宝贵资源，当出现各类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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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时能快速提供全面的语言沟通服务。大湾区还拥有丰富的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资源。大湾区共

有 97所高校开设外语专业，涵盖 196个外语专业，开设 26种外语语种，包括日语、英语、俄语、

朝鲜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法语、印地语、印尼语、土耳其语、孟加拉语、柬埔寨语、

波斯语、泰语、缅甸语等，拥有 7个翻译专业硕士学位点（王立非，2023a,pp.43-46）。这些外语专

业资源为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提供了人才储备，有助于提升大湾区的国际化语言沟通能力。

2.语言服务产业基础雄厚

语言服务产业的繁荣发展是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有力支撑。在语言服务产业方面大

湾区同样展现出独特优势。根据 2023年 4月发布的《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语言服务竞争力报

告：粤港澳大湾区评价》，2022年，大湾区语言服务总产值达到 124.5983亿元，占大湾区 GDP总

产值的 0.09%，2023年至 2025年三年大湾区语言服务市场规模预计可达到 436.067亿元（王立非，

2023b,pp.14-15），共有语言企业 45321家（同上，p.29）。语言培训、语言翻译和语言技术三大产

业规模并驾齐驱，共同构建了完整且充满活力的产业链条。语言培训产业受益于大湾区庞大的人口

基数、丰富的外来劳动力，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发展动力强劲。语言翻译和语言技术产业则与大湾

区的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两大产业在大湾区呈上升趋势。据统计，2021年珠三角九市有语言培

训企业 13913家，注册资本 325.41亿元；有语言翻译企业 1668家，注册资本 32.35亿元；有语言技

术企业 2217家，注册资本 1977亿元；90%的语言技术企业集中于深圳和广州，深圳的企业数量在

全省占比超过半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其语言服务更加注重专业性和高端化，如

2021年香港地区语言培训企业 235家、语言翻译企业 139家、语言技术企业 10家、语言康复企业

39家；澳门语言产业年产值在 70亿元左右（贺宏志、向静仪、董潇逸，2023,p.37）。2022年新译

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获批成为全国首批语言服务领域特色服务出口地，是广东省唯一入选单

位，以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支撑，通过自主研发智能翻译平台构建封闭会议垂直应用场

景，为各行业各领域提供数十种语言的高水平智能翻译服务。目前平台上已累积了超过 100亿的优

质语料，20多个垂直行业的数据，支持超过 100多种语言的翻译，包括少数民族的语言，如维吾尔

语、藏语、蒙古语、哈萨克语等，也包括东南亚、欧美、东亚语系的语言（李旖露，2022）。

3.应急语言服务经验丰富

多语多言的语言环境和突发公共事件多发使得大湾区政府部门和民间社会都具有较强的应急语

言服务意识，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应急语言服务经验。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大湾区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湾区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疫语言服务实

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2）》设置“健康湾区语言服务”板

块，王海兰等对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语言服务状况进

行了较为系统调查总结，结果显示四大中心城市都提供了适合本地需求和特色的应急语言服务。广

州作为中国的“南大门”，拥有庞大的外籍在住人口，为满足这一多元群体的语言需求，广州配置

了多语种信息发布、多语种抗疫服务产品和多语种中外志愿者，创新多语种服务形式(王海兰，张雪

彤、王兆慧等，2022）；深圳各界积极通过网站、微博和微信，电视、电台和电话等多媒体平台发

布抗疫信息，利用“一网两微三电”建立起体现深圳特色的一体化、高效的应急语言服务联动机制

（王海兰，揭晨，2022）；香港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主体，香港各界团结协作共同构筑防疫屏

障，及时创建抗疫专题网页，实现抗疫资源和信息的集成化和便捷化（王海兰，刘栩妍，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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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重点突出“多样化”，各类服务基本提供中葡英三语服务，服务形式包含专视听产品、心理抚

慰热线等，服务主体从政府部门到个人，发挥各自优势，最终形成长效、稳定的语言服务体系（王

海兰，谭韵华，黄晓曼等，2022）。依托多主体协同，借助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大湾区显著提升

了应急语言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积累了宝贵的“湾区经验”。

4.城市治理能力强

大湾区特别是四大中心城市建立起了发达的现代化城市治理体系，城市治理能力强。2024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发布的《2024年度全球微笑城市百强暨中国新型智慧城市（SMILE指数）百

强成果》和《中国新型智慧城市（SMILE指数）百强》数据显示，全球微笑城市百强榜单前十位

中，中国有北京、香港、深圳和上海四座城市，深圳和香港两座大湾区城市位列其中，中国新型智

慧城市百强城市榜单前五强中大湾区城市占三强，分别为香港、深圳和广州。大湾区城市治理能力

得到国际认可。智慧城市建设和政务协同治理能力为应急语言服务的制度基础、平台建设和公众服

务提供了良好支撑。

（二）劣势（Weaknesses）

1. 国家通用语言的通用性存在短板

丰富的语言资源是构建区域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重要优势，但复杂的语言生态格局，尤其是国

家通用语言的通用性存在短板也成为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障碍。目前珠三角九市随

着普通话的推广和国内其他地区流入人口的增加，普通话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普通话已经成为该

地区的主要交际语言（王海兰、何文晓，2019,p.62）。香港和澳门历次人口普查情况表明，近 20年

来，粤方言在香港和澳门日常用语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近九成人的日常语言为粤方言。能够使用

普通话的人数不断增长，但是将普通话作为日常用语的人口比例还比较小（李宇明、王海兰，

2020,p.13）。2021年香港和澳门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香港 5岁及以上人口将普通话作为惯用语的

人口数为 16.55万，占香港人口总数的 2.3% 1；澳门 3岁及以上人口将普通话作为日常用语的人口数

为 3.14万，占澳门人口总数的 4.7%2。多语多文并存背景下，日常用语不同的群体在信息接收渠道

偏好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强化应急语言服务需求的差异性和多元化。例如，在接收

信息时，粤方言群体依赖语音播报，客家话使用者则更多需要方言转译，少数族裔则更青睐本民族

语言的表达；在认知方式上，英语使用者习惯于使用国际规范术语，粤方言群体重视本土化表达。

当前大湾区尤其是港澳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和使用率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多语多方言的应急语

言资源储备有限、语言技术尚不能支撑所有语言和方言的准确识别和翻译的背景下，这是提升大湾

区应急语言服务能力的内在制约。

2.应急术语和服务规范不统一

受历史文化和使用习惯等因素影响，粤港澳三地政府在发布气象、卫生、社会治安等应急信息

时所使用的术语存在差异。例如，三地的气象预警体系在灾害类型定义与表达方式上呈现出显著的

地域性差异，这种差异既反映了三地对气象灾害特征关注点的不同侧重，也体现了公共安全治理逻

辑的差异化。以台风与高温预警为例，三地在命名体系、分级标准及符号标识等方面均存在系统性

区别。在台风预警领域，广东省采用“台风预警信号”体系，依据风力强度划分为蓝、黄、橙、红

1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官方网站：https://www.censtatd.gov.hk/sc/scode600.html#section3.
2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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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色阶编码系统，港澳地区均采用“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简称风球）体系，三地的预警划分标

准不同，也并不相对应；在高温预警方面，广东省构建了三级色阶预警（黄/橙/红），分别以

35℃、37℃、39℃为触发阈值并配套防暑降温指引，香港天文台使用无分级的“酷热天气警告”，

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则采用“高温警告”，两者均以 33℃为启动标准。三地的预警符号系统也各

异，这种差异导致跨境信息传播时需进行二次转译，直接影响预警认知效率。此类差异在跨区域协

同治理中进一步衍生出技术衔接难题。例如在港珠澳大桥的交通管控标准中，珠海与港澳对同一气

象灾害（如雷暴）的响应分级、限速标准及管控措施均存在技术参数差异，为解决该问题，港珠澳

三地的大桥管理部门最终采纳了港珠澳三地气象部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不采用预警信号作为大桥

交通管制的依据，而是采用大桥上风速和能见度观测实况数据，以及气象部门未来风力和能见度的

趋势预报作为分级管制的依据，三地还共同制定了《港珠澳大桥气象保障建议书》。应急术语、预

警等级标准和符号系统的差异会影响信息传递与理解的准确性和高效性，不利于区域协同应对突发

事件。

3.应急语言服务区域协同机制不健全

目前，大湾区还未建立起统一的应急语言服务平台和应急语言资源共享机制。语言人才、语言

技术和公共语言服务平台等语言资源分散于各地，未形成高效统一的协调体系。协调机制不健全体

现在同城跨部门间的协同和跨城市、跨区域的协同。以 2020年初新冠疫情初期为例，珠三角多个城

市如广州、深圳等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但针对境外人士的语言服务呈现高度碎片化。一些城市

设有多语种防疫指引和热线电话，但有的则未能同步提供多语言信息，存在地区间信息不对称。香

港和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在语言政策和应急管理体系上有较强独立性，与内地城市间在语言资源

调配和信息共享机制上缺乏系统对接。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在跨区域协作方面仍存在短板。提升区

域整体应急语言能力，亟需建立统一协调平台，推动多部门、多地区在机制设计、资源整合和标准

制定等方面实现有效协同。

（三）机遇（Opportunities）

1.政策红利加持

国家、区域和省级等不同层级都为大湾区的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撑。《规划纲

要》作为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需“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建立大湾区应急协调平台，联合

制定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重大事件应急预案，并强化应急演练”，系统构建了湾区应

急管理政策框架。该文件将网络安全、食品安全、水安全等关键领域纳入应急管理范畴，为推进语

言服务协同奠定了政策基础。此后，国家部委配套政策持续跟进：2020年 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

设方案》中强调提升中医医院应急救治能力；同年 12月，文化和旅游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要求制定邮轮疫情

处置方案、完善跨部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省级层面，《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创新设立“统筹发展和安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章，并将《广东

省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列为省“十四五”重点专项规划，首次实现应急管理领域专项规划

（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安全生产、综合防灾减灾）“三规合一”，强化政策执行效能。2024年 6

月，粤港澳三地签署《粤港澳应急管理合作暨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合作框架协议》，构建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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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专业队伍为主体的行动体系，明确跨境救援责任分工与资源调配机制，启动联合制定《粤港澳

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设立粤港澳应急管理合作对接专班，通过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打通行

政壁垒，在共同应对大湾区突发事件、应急资讯共享、应急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应急人才培训和

交流，以及平台互联互通等方面全面加强合作，提升大湾区应急处置及保障能力。这一系列政策迭

代形成了关于大湾区应急治理的立体化支撑网络，为区域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2.经济发展保障

大湾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其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为应急语言服

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发展机遇。目前大湾区已形成通信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汽

车产业、无人机产业、机器人产业以及石油化工、服装鞋帽、玩具加工、食品饮料等产业集群，是

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 14

万亿元，以仅占全国 0.6%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 1/9的经济总量（叶前、吴涛，2024）。雄厚的

财政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为各级政府加强应急语言服务领域投入提供了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大湾

区国际化程度高，区域内常住外籍人士众多，国际交往频繁，各类突发事件中对多语种语言服务的

需求日益迫切，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倒逼机制”，推动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加快建设。大湾区的经

济繁荣不仅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发展动能，也创造了现实需求和制度创新的土

壤。

3.科技创新赋能

《规划纲要》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将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

体系，科技产业被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同时提出要将大湾区建成“智慧城市群”，具体内容包括

“推进新型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和珠 三角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强粤港澳智慧城市合作”

“建设全面覆盖、泛在互联的智能感知网络以及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空间信息服务平台等信

息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市政、智慧社区”等，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在不

同领域、不同场景的应用，发挥科技赋能效应。大湾区建设 5年来，粤港澳三地间的数据、资金、

人才等科技要素加速流动，正加快打造中国科创高地和经济发展超级引擎，在全球科技竞争浪潮中

崭露头角。目前大湾区拥有超过 6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所全球排名前 50位的大学、9个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 50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 4年位居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第二名（任成琦，2024）。深圳、广州、香港的“科技—语言—治

理”融合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形成，AI语音识别、语义翻译、语言大模型等语言技术的快速发展是科

技赋能湾区应急语言服务的机遇。

4.社会支持筑基

大湾区拥有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和实践的良好社会基础，企业、高校、公益组织和个人等具

有较强的应急语言服务认知意识和参与意愿，为建设应急语言服务体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新

冠疫情期间，四大中心城市的高校、企业、公益组织、媒体及个人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了多

元共治的应急语言服务格局。广州由政府牵头组织中外语言志愿者，高校学生广泛参与，为口岸、

社区及线上平台提供多语翻译服务，并依托社区微信群、宣传单等形式传递信息（王海兰，张雪

彤，王兆慧等，2022）；深圳的深圳大学、深圳卫视、《深圳日报》等高校和媒体协同参与，通过

网站、电台节目、热线电话方式提供多语服务（王海兰，揭晨，2022）；澳门的高校如澳门理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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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研制《中葡英新型冠状病毒防控词汇》，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和澳门天主教美满家庭协进会等社会

团队与政府部门联合利用线上平台为特殊群体提供心理抚慰与语言帮助（王海兰，谭韵华，黄晓曼

等，2022）；香港除政府外，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华总商会等高校和社会团队创建抗

疫专题网页提供信息和语言服务，充分体现政府与社会合作的语言服务能力（王海兰，刘栩妍，

2022））。广东高校在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和实践方面也主动作为。2022年 4月，国家应急语言

服务团在北京成立，在首批 29家团队会员中，广州的广州大学、暨南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和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等 4所高校位列其中。2023年 11月，由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主办的“应急语言服务助力

‘韧性城乡’建设”专题研讨会在五邑大学举行，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通用语言学用口袋书·应

急交际》等代表性成果，体现出高校在知识生产和政策引导方面的主动作为。这些表明大湾区拥有

开展应急语言服务，建立服务体系的良好社会基础。

（四）挑战（Threats）

1.人口结构特殊

大湾区人口具有数量多、密度大、增量多、流动快，以及信息特殊人群规模大等的特征，这对

区域应急语言服务带来系统性挑战。

首先，超大规模流动人口引发的应急语言服务可及性难题和适配性挑战。2021年，大湾区常住

人口达 8670.23万人，其中，珠三角九市 7860.60万人，香港、澳门分别为 741.31万人和 68.32万

人；外来人口规模庞大是大湾区显著的人口特征，包括省内外其他地区人口、外籍人士、少数族裔

等，人口流动频繁，流动状况复杂。广东核心城市从 2010到 2020年人口数量增加显著，出现集聚

现象，全省人口流动较十年前增长 51.71%，外省流入广东人口为 2962万，省内流动人口为 2244万

（王彪，2021）。香港的中国籍人口为 681.9690万，少数族裔有 59.3380万，占比 8%，涵盖菲律宾

人、印尼人、印度人、英国人、尼泊尔人、巴基斯坦人、美国人、泰国人、澳洲人、日本人及其

他，其中菲律宾人和印尼人分别占少数族裔人口的 34.27%和 24.56%，数量最多1。澳门的中国籍人

口为 60.8379万，外籍人士有 7.3691万，占比 10.8%，其中葡萄牙籍有 8991人，较十年前增加 3971

人，占比由 0.91%增长至 1.32%，其他国籍人口增长迅速且日趋多元，如菲律宾籍占比 4.97%。2

《2023年全国民用运输机场生产统计公报》显示，大湾区机场群珠三角九市旅客吞吐量较上年增长

146.9%。这种“核心城市集聚+跨境流动”的双重特征导致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面临巨大的动态适

配压力。

其次，老年群体的脆弱性加剧服务供需失衡。深度老龄化与信息障碍对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挑

战带来叠加效应。港澳地区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根据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 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 20%，则进入

超老龄化社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珠三角九市的 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高达 743.8344

万3。

2021香港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居港人口为 741.3070万，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06.5316万，占比

1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官方网站：https://www.censtatd.gov.hk/sc/scode600.html#section3.
2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103.
3 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年 5月 15日）：《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

报（第二号）》,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5225646894953632&wfr=spider&for=pc和《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公报（第四号）》, https://www.gaoming.gov.cn/attachment/0/189/189527/48565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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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6%；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45.1514万，占比 19.58%1；2021年澳门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居澳人口

为 68.2070万，60岁及以上人口为 12.9293万，占比 18.96%；65岁及以上人口为 8.2812万，占比

12.14%2。大湾区老龄人口规模大，尤其是港澳地区已进入或接近深度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状况仍

在持续。老年群体在应急场景中面临生理机能衰退导致信息接收效率下降，数字鸿沟加剧服务排

斥，以及方言依赖加深沟通壁垒等多重障碍。尽管近年来随着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的

持续深入，老年语言服务已经得到较大改善，但应急服务系统中的适老化改造总体上还投入不足，

面向老年人的应急语言服务还面临较大挑战。

最后，残障人群的应急语言服务供给面临结构性矛盾。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第二次全国残疾人

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广东省残疾人总数为 539.9万，其中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精神残

疾和智力残疾者数量合计为 238.8万，占广东残疾人总数的 44.23%3。2022年 12月香港统计数据显

示，香港残疾人总数为 53.42万，约占全港人数的 7.1%，其中视觉有困难、听觉有困难、沟通能力

有困难、精神病/情绪病、自闭症谱系障碍五类接受信息困难者人数为 42.34万，占香港残疾人总数

的 79.26%4。目前面向残疾人士，尤其是听障、视障、言语障碍等信息弱势人群的应急语言服务还

存在多项短板，包括手语翻译资源短缺，应急设施无障碍设计不完善等。面向残障人群需要充分发

挥盲文、手语及各种设备和现代技术的作用，及时精准地提供应急信息服务。这是大湾区应急语言

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一大难点。

2.突发事件多发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土地面积最多、海港群空港群

众多、基础设施密集的湾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突发事件在

大湾区频繁发生，对应急语言服务提出即时性、多元化和高准确率的要求。第一，自然灾害方面，

大湾区台风、暴雨、雷电、大风、高温等灾害性天气多发，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阻碍

经济可持续发展。《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气候监测公报》显示，2023年大湾区气候年景较差，出现

多起极端气象灾害，包括干旱、强对流、强降雨、多台风、极端高温等，造成 3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约 47.48亿元，仅台风“海葵”就造成香港至少 2人死亡，超过 140人受伤。第二，事故灾难方

面，湾区是我国事故灾难高发区。据统计，深圳 2019 年度就发生事故灾害 3280起。大湾区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工程正在快速推进，大量公共设施和设备正在兴建，这必然增加事故灾难发生的可能

（王海兰、李宇明，2021,p.6）。第三，公共卫生事件方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伊始，外来

人口较多、跨省跨地域流动快的广东首当其冲，累计确诊病例就位于全国前列，在城市中，广州、

深圳的确诊数量高于北京、上海，香港是粤港澳第一个出现死亡病例的地区，呈现出传播速度快、

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的特点。第四，社会安全事件方面，大湾区各地人口往来频繁，经贸依存

度高，社会治安风险增加。在“雷霆 2023”行动中，粤港澳三地警方密切协作，共破获刑事案件

580余起，抓获涉案嫌疑人 910余名，查处治安案件 900余起，处罚治安案件违法人员 1570余名

（胡慧翼，2023）。

1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官方网站：https://www.censtatd.gov.hk/sc/scode600.html#section3.
2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103.
3 数据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s://www.gd.gov.cn/zwgk/sjfb/sjfx/content/post_3017261.html?utm_source=ch
atgpt.com.
4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官方网站：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C0000055/att
/B11301632021XXXXB0100.pdf?utm_source=chatg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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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度协调难度大

大湾区是一个存在制度差异的管理场域，粤港澳三地政府之间的应急理念与管理制度存在一定

差别，体现在应急理念、机制协调、制度对接、资源整合等方面，须激发应急协同的内生需求，突

破跨区域应急协同的瓶颈（文宏、黄毛，2023,p.18）。三地的应急管理体系各具特色，互有差别。

在应急管理体制上，内地遵循“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构建了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制度框架；香港则更多借助市场、社会的多元力量，明确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责，跨领域的应

急事务管理主要在于内部沟通、横向协同；澳门侧重单灾种的处置，由主导职责部门牵头具体应急

事务，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吸收内部应急管理经验（同上，p.20），这种差异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为三地提供有力的应急保障，但不利于粤港澳跨区域应急协同发展，难以保障各方应急

资源的统筹调配和各类应急事项的衔接，对高效推进应急管理带来挑战。就应急语言服务而言，大

湾区内语言文字多样，语言使用情况复杂，语言使用标准可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三地应急信息共

享平台发布信息使用的语种、语体、术语等也存在明显差异，影响公共信息的准确传递。总之，粤

港澳三地仍受制于各自法律体系、行政权属与管理风格的差异，在语言服务标准、预案机制、人力

储备等方面无法高效统一，应急语言平台之间数据接口不兼容，降低了协同效率。

三、基于 SWOT分析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策略选择

基于对大湾区构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 SWOT分析，本文提出 SO策略、WO策略、ST策

略和WT策略四种策略选择。四种策略选择矩阵如下表所示。

表 1：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策略选择矩阵

S-优势

1. 语言资源丰富

2. 语言服务产业基础雄厚

3. 应急语言服务经验丰富

4. 城市治理能力强

W-劣势

1. 国家通用语言的通用性存在短板

2. 应急术语和服务规范不统一

3. 区域协同机制不健全

O-机遇

1. 政策红利加持

2. 经济发展保障

3. 科技创新赋能

4. 社会支持筑基

SO策略：强化资源整合和技术赋能

-整合语言资源和语言产业优势

-利用技术赋能

-将应急语言服务融入城市治理

WO 策略：强化协同机制与标准体

系建设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建立统一应急术语标准库

-探索制度型协同创新机制

T-挑战

1.人口结构特殊

2.突发事件多发

3.制度协调难度大

ST策略：强化韧性导向的复合型应

急响应

-构建预案导向型应急语言服务体系

-建立智能调度与响应平台

-开发个性化精准服务模块

WT 策略：强化制度创新与风险兜

底保障

-构建三层级应急语言服务机制

-强化应急语言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对应急语言服务的反馈与评估

-提升公众应急语言服务意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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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O策略：强化资源整合与技术赋能

SO策略是一种发挥优势，抓住机遇的组合策略，核心是整合丰富的语言资源和良好的语言产业

优势，依托大湾区发达的城市治理体系和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充分利用国家加强大湾区应急能力

建设的政策优势，发挥先进科技在应急语言服务中的赋能作用来构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该策略具

体可从以下三方面发力。第一，整合高校、企业、政府等部门的优势资源，建立大湾区应急语言服

务中心。该中心专门负责大湾区的应急语言服务问题，其日常事务包括大湾区应急语言研究、应急

人才培养培训、应急语言数据库建设、应急语言规范制定，以及应急语言服务咨询等，为大湾区应

急事务提供科学及时、种类多样、质量优良的语言服务（屈哨兵等，2020,p.25）。第二，利用科技

赋能，提升应急响应效率。发挥大湾区发达的科技创新优势，提升语言技术的基础工程地位，推进

语言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利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大数据、区块链等最新科技成果，开发涵盖台

风、疫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同场景的多语种应急信息发布平台和自动翻译系统；发展和广泛

应用语言识别、机器翻译、语义分析、语言信息处理和大语言模型等语言科技，提升大湾区应急事

务中语言科技的支撑能力和赋能效应。第三，将应急语言服务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利用大湾区城市

治理现代化优势，将应急语言服务嵌入“穗好办”“粤省事”等政务平台，开发突发公共事件多语

言预警推送功能，推送功能应覆盖老年群体、残障人士、外来务工人员和外籍人士等信息特殊人

群。

（二）WO策略：强化协同机制与标准体系建设

WO策略是规避劣势，寻找机遇的组合策略。虽然大湾区语言资源丰富，但语言生态的高度复

杂性带来诸多挑战，尤其是主要交际语言尚不统一，应急术语和服务标准不一、区域协同机制不健

全等问题，削弱了区域整体的应急语言服务效能。面对政策支持和科技进步等机遇，可以协同创新

为核心策略，推动区域语言服务的标准化和制度化建设。具体举措：第一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对深化大湾区语言文化交流合作，加快三地融合创新发展，对促进资

本、技术、人才、信息等关键要素流通具积极作用。提高港澳地区普通话的普及程度和应用水平，

打破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语言障碍，有利于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准确理解，助力大湾

区跨区域协作和联动，提高应急响应效率。第二，建立统一的应急术语标准库。由政府牵头、高校

和行业机构参与，梳理并规范常见突发事件中的核心术语，如灾害预警、卫生防疫、安全生产等领

域，形成统一术语系统或术语互认机制，支撑多语种平行翻译与传播。第三，探索制度型协同创新

机制。建设区域语言服务协作平台，制定区域统一的应急语言服务指南或技术规范，推动大湾区城

市在语言服务领域实现制度对接与标准互认。

（三）ST策略：强化韧性导向的复合型应急响应

ST策略是发挥优势，应对挑战的组合策略。大湾区具备良好的城市治理基础和应急语言服务经

验，具有较强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潜力。但是频繁的台风、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活动等事件叠加，以

及外籍人员、流动人口、少数族裔等群体语言差异等因素，都对大湾区的应急语言响应能力提出了

高要求。该策略强调以韧性提升为导向，强化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快速响应能力。

具体举措：第一，构建预案导向型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将多语种应急语言服务纳入各类突发事件预

案中，形成“事前准备、事中调度、事后评估”的完整链条。例如，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场景

中，在预防阶段，预先准备多语言健康科普视频、海报、图解材料等，实现信息的可视化和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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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高民众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在处置阶段，建立卫生事件信息的快速集成、处理、传导、

共享和发布机制，能采用多语种联合发布突发事件信息，能由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中心统筹调配应

急语言服务资源；善后阶段，要建立语言援助机制，为市民心理重建提供恰当的语言援助和语言抚

慰服务。第二，建立智能调度与响应平台。依托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开发智能化应急语言服务指挥

系统，动态调度翻译人员、语言科技工具与传播渠道，提高跨语种信息发布的实时性和准确性。第

三，开发个性化精准服务模块。针对外籍群体、听障人士、老年人等特殊人群，设计个性化语言服

务方案，体现语言服务的人文关怀和包容性。开发残障人士专用应急服务模块，集成手语视频、盲

文播报等功能，覆盖视障、听障群体。针对外籍人士及跨境务工群体，依托外事服务部门、高校、

企业等共同建立“大湾区多语种公共服务平台”。

（四）WT策略：强化制度创新与风险兜底保障

大湾区在语言服务制度建设和区域协调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面对突发事件频发、治理主体多

元等挑战，现有制度无法提供有力支撑。因此，亟需从基础制度建设出发，逐步完善应急语言服务

体系，提升风险防范与系统治理能力。本策略强调克服劣势，应对挑战，主张从以下几方面突破。

第一，构建三层级应急语言服务机制。基于大湾区应急的短板和面临的挑战，亟需加快建立城市一

体化、城际协同、区域联动的三层级应急语言服务机制。城市层面，建立一体化应急语言服务响应

机制。在各城市内部建立由政府牵头、社会力量参与的跨部门市级应急语言服务中心，统筹负责城

市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协调外事、卫健、交通、媒体、社区等部门力量，牵头建设和管理应急语言

服务资源。城际层面，主要指珠三角九市之间应建立城际协同机制，各市应急语言服务中心加强应

急语言服务资源和信息共建共享，加强协同。区域层面，从区域治理角度出发，明确语言服务在湾

区应急体系中的定位，推动出台区域统一的应急语言服务管理条例、工作规范和财政支持政策，加

强粤港澳三地联动。第二，强化应急语言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面向大湾区战略需求，从专业化培

养、社会化动员、智能化支撑三个维度构建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人才队伍发展框架。一是培养专业

化人才，包括专业的“应急语言+”复合型人才、专业化的多言多语翻译人才和懂应急语言的专业救

援与应急管理人才（王海兰，李宇明，2021,pp.13-14）。二是吸引专业语言服务机构、NGO、志愿

者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应急语言服务，组建常态化的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志愿者团队。三是建立区

域语言服务人才储备库，利用现代技术实现语言人才的智慧化管理，支持语言人才的跨地域调度与

快速响应。第三，加强对应急语言服务的反馈与评估。设立应急语言服务第三方评估机制和用户反

馈系统，建立应急语言服务的动态优化体系，加强对应急语言服务质量的监督与反馈，提高服务实

效。第四，提升公众应急语言服务意识与能力。整合湾区媒体、社交平台与语言研究力量，建设应

急语言传播平台与公众培训体系，提高社会对语言服务的认知与使用能力。加强应急语言服务的宣

传教育、应急演练与模拟测试，增强公众自我识别与求助能力。

四、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构建中国特色应急语言服

务体系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本文基于 SWOT分析框架，全面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应急语言服

务体系建设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了 SO策略、WO策略、ST策略和WT策略四种

优化策略选择。大湾区作为多语种共存的区域，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和坚实的语言服务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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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独特优势。但区域内语言生态结构复杂、应急术语缺乏统一标准，

以及应急语言服务协同机制不健全等不足，使得应急语言服务响应的效率和质量受限。本文指出，

大湾区可以借助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强劲与科技创新等机遇，强化语言资源整合，推动智能技术赋

能，完善跨区域协同机制，从而提升应急语言服务能力。面对人口流动性大、突发事件频发和制度

协调难度大等挑战，建议通过强化韧性导向的应急响应体系、优化三层级服务机制和加强应急语言

服务的评估与反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提供高效、精准的语言支持。大湾区应秉承“平时备

急，急时不急”的应急语言服务工作理念，发挥多维优势，精准补齐短板，积极把握战略机遇期，

积极应对现实挑战，通过系统性建构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应急响应协同效能与公共安

全治理韧性，为加快推进超大城市群风险防控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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