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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 高校育人 出新路子

编者按：随着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召开，相关话题成为近期全民关注的热点。今年是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

十年间，首都高校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上不断积极探索，为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作出贡献。

在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北京

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的学生担

任了翻译。语言是交流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多所

高校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开设多个“一带一路”相

关语种专业。

北京外国语大学招办副主任徐丽莉介绍，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学校获批开设

尼泊尔语、索马里语、泰米尔语、土库曼语、加泰罗

尼亚语、约鲁巴语、蒙古语等42个“一带一路”相

关语种专业，其中38个为全国唯一学科点。泰米

尔语、蒙古语、亚美尼亚语、马达加斯加语、阿塞拜

疆语、尼泊尔语已正式招收本科生。所有外语专

业的本科生都要学第二外语，还可修读第三外语，

例如，爱尔兰语等专业虽未正式招收本科生，但以

“三外”的形式供学生选修。

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培养高端外语

人才以及深入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人才，2016

年起，北外在非通用语种专业实行综合评价招生

模式，按照高考成绩（70%）+校测成绩（加权

30%）的总分来排名录取。2024 年，综合评价拟

招生专业包含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印

尼语、越南语、阿姆哈拉语等25个语种。

在第三方统计的排名中，北外毕业生的就业

竞争力、薪酬排行等均在全国前五名。以孟加拉

语为例，2022年共计 8名毕业生，100%就业。深

造高校包含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香港科技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就业单位包括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及高校等。

根据“一带一路”人才需求，北京语言大学近

年开设了七个小语种专业，包括阿拉伯语、阿拉伯

语（涉外石油人才实验班）、土耳其语（土英复语）、

波斯语、俄语、罗马尼亚语（罗法复语）、印度尼西

亚语（印英复语）。北语招办主任王悦介绍，学校

每年会根据国家宏观战略和人才需求情况做出专

业调整，例如，对土耳其语（土英复语）和波斯语、

罗马尼亚语（罗法复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印英复

语）实行隔年轮招。在相关小语种专业上，学校注

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比如，土耳其语（土英复语）

专业就是培养以土耳其语为基础语种、以英语为

通用复合语种、以法语或日语为第三外语的高端

复合型人才。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俄语-中亚语

专业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其教学成果“俄

语+中亚语复合型特色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多次获得省部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奖。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学院相关

专业更加符合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学院副院

长古丽巴努木介绍，学生入学后第一年学俄语，

大二开始增加乌兹别克语或哈萨克语。学校专

门设立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人文交流中心，并与

相关国外院校进行合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结合“一带一路”人才需

求，分别于2014年开设了波斯语专业，2015年开

设了希腊语专业，助力国家关键语种人才支撑。

截至目前，学校共有 12 个小语种。学校招办副

主任顾新宇介绍，大部分小语种每年均进行招

生，其中越南语、葡萄牙语、希腊语、波斯语根据

人才需求情况隔年招生。

有关专家表示，今年上半年，教育部会同国

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

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在新文科建设中特别

提到，“强化重点领域涉外人才培养相关专业建

设，打造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和关键语种

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主动服务国家软实力提升和

文化繁荣发展”，具有复合型特色的“涉外型”语

种人才，一定是急缺且关键的人才。

开设40多个小语种专业 铺设交流之路

（本报记者 许 卉 胡梦蝶 邓 菡 岳 阳 蔡文玲 邱乾谋）

智能制造、智慧交通等为往来合作加速

“大周边”视野促进多方文化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既带来了经

贸、基建等领域的硬核发展，同时也孕育了

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等跨学科的理论视野

研究，比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历史学（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史）本科实验班，北京大学外

国语学院建设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的学

术型硕士和博士生项目，首都师范大

学、北京语言大学设立的国别

和区域研究院等。

中 央 民 族 大 学

2015年在国内率先

开设历史学（中

国 与 周 边 国

家 关 系 史）

本 科 实 验

班 。 据 学

校历史文

化 学 院 副

院 长 陈 鹏

介绍，学院以

中国与“一带一

路”国家关系史为

教学重点，从“大周

边”“大外交”视野出发，培养能够从多学科

视角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展开深入、全面探究的创新人才。该专业按

历史学大类招生，大二结束时分具体专业方

向，学生可根据学习兴趣，经遴选进入中国

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实验班。

为了激发学生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

系史的学术兴趣和实践能力，该专业实施全

员科研项目制，依托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

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对接各类学科竞赛，推

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年度学术动态”

等精品团队学术训练项目。此外，学院还会

定期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外交、军

事、人文、商贸关系史个案研讨课，组织学生

担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活动

的志愿者。

陈 鹏 介 绍 ，该 专 业 毕 业 生 深 造 率 超

60%，多进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

大学等高校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专业，从

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因学生国际化程度

高，普遍掌握多门“一带一路”国家官方语

言，不少学生还赴国外知名大学进行深造。

在文化交流的实践方面，酒店、旅游等

服务行业也在加紧对高水平职业型人才的

专业培养。

中瑞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负责

人于涛表示，国家进一步提出着力以“一带

一路”带动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高水平

制度型开放意味着开放的重点将由货物贸

易转向服务贸易，而酒店业所在的泛服务业

及旅游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未来的“住宿”业将会成为人们更深层

次体验异域文化和交流的新场景。“一带一

路”国家、地区、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未来就

业地域范围更加广泛，同时对于大住宿行业

的专业人才特别是高水平管理人才的需求

也会进一步加大，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

业空间和机会以及职业发展的路径都将会

快速提升。

该校酒店管理专业课程总体安排从酒

店基础技能入门，继而学习岗位专业知识

和运营管理课程，最后到高级管理的学

习。学生不但要学习酒店运营管理各方面

的知识，还要学会酒店各个岗位的实践操

作技能，更要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真正掌

握酒店行业实际运行和管理中的规律。“丝路电商”为经贸合作赋能

启动“双碳”绿色能源合作 共建“新丝绸”新内涵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

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国

际贸易和投资活动日益频繁，经贸类专业人才

的需求量持续增加，高校在专业设置与培养上

也做出调整。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发出“一带一路”

倡议，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3

年起增设国际商务、贸易经济两个专业。近年

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学院在课程设置及授

课内容上进一步更新优化。例如新开设中国开

放经济学、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课程，让学生更

深刻理解中国对外开放重大战略、理解“丝路电

商”如何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赋能等。另外，

教师深入开展“一带一路”相关理论与政策研究，

将研究成果融入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

社会新需求。

学校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李瑞琴介

绍，学校经贸类专业毕业生薪酬大约在 0.7万至

1.5 万之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

展，为经贸类专业人才施展才华提供广阔舞台，

经贸类毕业生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就业机会增

加，有望获得更高薪资待遇。

如果想要报考经贸类专业，李瑞琴提出三

点建议。第一，要坚定专业自信。在开放型世

界经济体系下，永远都离不开深耕经贸领域

的专家和学者。第二，要强化数理思维训

练。高水平的经贸领域问题的研

究，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数理

功 底 和 数 理 逻 辑 思 维 能

力。第三，数字技术革

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

重要的影响，包括

经贸领域，学生

要在交叉学科

领域积累更

多知识。

能源资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有力载

体，成为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丝绸”。

在“一带一路”方针政策指导下，为了满

足人才需求，北京化工大学在能源化学工

程、生物工程等优势专业基础上，近年来新

增氢能科学与工程、能源化学、资源化学等

本科生专业。同时基于“一带一路”发展需

求，为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开设了化学工

程与工艺+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材料科学与

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生物工程+大数据

管理与应用等双学士学位项目。

学校国际教育学院围绕“一带一路”倡

议，依托“大化工”的学科特色和优势，目前

已开展了多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包括：与

美国底特律大学合作举办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本科项目（外方对接专业：机

器人及机电工程专业），与美国纽约州立大

学环境科学与林业学院合作举办生物工程

专业本科项目（外方对接专业：生物过程工

程专业），与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合作举办工

业设计专业本科项目（外方对接专业：产品

与船舶设计专业），与美国佐治亚大学合作

举办生物工程专业硕士项目（外方对接专

业：生物制造与生物加工）。

北京化工大学教务处处长刘清雅表示，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能源企业实现

“走出去”战略，开展对外能源合作，参与国

际竞争，不仅需要高素质能源类专业人才，

更需要“能源+外语”类复合型人才。想要报

考相关专业的考生，一定要坚信这个领域大

有可为，能源是国家重大基础领域，需求持

续存在。在国家大政方针和“一带一路”倡

议下，能源领域将发生深刻变革，迫切需要

有知识、有能力的高素质综合人才。只要具

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宽广的国际视野，未来

一定大有可为。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要求

坚持推进各国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能

源合作道路。氢能具备绿色环保、质量能量

密度高、无碳排放的优势，也是“双碳”目标

框架下的重要研究课题，但在产氢-储氢（输

送）-用氢环节，包括氢能安全都存在一些挑

战和未知。氢能科学与工程、能源化学工

程、能源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等

专业都有广阔发展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

战略和发展需求培养关键人才，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是高校一直在做的努力。有关专家表示，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相关专业的

人才支撑仍是最基础的因素，是解决“卡脖子”问题、坚持“走出去”战略的源动力。因此，相

关行业在未来一段时期仍然是黄金发展期。有意向报考相关专业的考生，一要打牢基础，

扎实学识，在高中阶段注重数理学科基础、逻辑思维、语言能力等，进入大学后继续提升，强

化所学专业；二要培养创新思维，适应现代化、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变化需求；三要树立交流

合作意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在交流合作中促进自身提升。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基础设施的互

联互通成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基础设施建

设、物流交通相关人才也成为该领域“紧缺”的抢

手资源。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邮电

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都开设了相关专业。北京

建筑大学还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建筑类大学国际

联盟，共有28个国家的74所大学陆续加入，成为

北京市对外交往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

北京交通大学开设了电子信息类、交通运输

类、电气类等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大类专

业，并根据实际需求，不断丰富专业内涵，提升专

业建设水平。以 2023 年为例，学校根据人才实

际需求情况，新增数据科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工程力学等 6 个专业，同时面向复合型人才

培养需求，增设交通运输+信息与计算科学、土

木工程+金融学等4个双学士学位招生项目。以

上专业主要为理工类专业，2024 年起在北京市

均要求选考物理+化学。

学校有关老师介绍，结合“一带一路”倡议，

北交大实施“本研贯通、学科融通、产学相通、国

际互通”的“四通”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全面推进

大类培养模式，实施主辅修学士学位制度，同时

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

进行调整升级，打造一批以智能建造、智能制造、

智慧交通为代表的前沿专业。此外，学校持续推

动“3+1+2”产学联合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共建

“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学校还实

施国内外学生全程混班培养、中外合建教学团队

联合培养、互换国际交流学制学分对接互认等

培养形式。2018年以来，共培养选送 21人次赴

联合国、东盟、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实习。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推进，国

际物流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现代物流

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 年尽管有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中欧班列依然持续保持逆势增长和安

全稳定畅通运行。“一带一路”国家物流业的快速发展，

必然会对物流从业人员产生巨大需求。北京物资学院物

流学院副院长芮嘉明表示，跨境物流服务更需要一支业务

技能水平高，熟悉全路全带营商状况、法律法规和文化宗教，

视野格局国际化，热爱跨境物流服务事业的高素质、高层次

物流及供应链专业人才队伍，这一领域人才毫无疑问在未来

是一种“紧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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