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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后脱贫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电商贸易，以语言服务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一带一路”

倡议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语言服务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英语在“一带一路”国

家广泛应用，助力跨境电商贸易沟通；另一方面，语言服务推动扶贫产品打开国际市场。本研究提出提

高乡村人口语言能力和借助英语助力双路径及相关具体措施，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巩固脱贫成果，推动

中国与沿线国家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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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cross-border e-commerce trad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post-
poverty era, taking language service as the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a broad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language service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one hand, English is widely used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facil-
itating communication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trade; on the other hand, language service pro-
mote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ducts to enter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dual path 
of improving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assisting with English language service as well 
as relevant specific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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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中国陆续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与精准扶贫政策。“一带一路”倡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为双方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也为扶贫产品开辟了广阔

的销售市场[1]。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语言服务能力的提升有利于跨境电商的发展，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2. 研究现状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语言服务需求快速增长。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语言服务在“一带一

路”跨境电商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如王永艳、王肖玥(2024)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中语言服务扮演着举

足轻重的角色。随着跨国合作的日益深化，语言服务已成为中国企业国际拓展的坚强后盾[2]。岳圣淞(2023)
提到，“语言产业具有显著的经济学价值，例如在降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交易成本、改善贸易双方信

息不对称和促进产业间协同发展等方面也具有显著的战略价值，如在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制度化

水平提升、促进人文交流、防范安全风险等方面”[3]。学界研究重点多聚焦于语言服务对于跨境电商产

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和意义。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主要聚焦于在后脱贫时代下，语言服务借助跨

境电商平台巩固扶贫成果的具体实施路径，探讨后脱贫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下语言服务推动跨境电商

贸易巩固脱贫成果的途径。 

3. 后脱贫时代“一带一路”跨境电商贸易 

3.1. 后脱贫时代下“一带一路”倡议 

2021 年，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自此步入“后脱贫时代”。在全新的历史方位下，“一带一路”倡

议被赋予了全新的战略意义。中国将“一带一路”定位为“减贫之路”，旨在与各国携手共进，走繁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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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路。在后脱贫时代大背景中，“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愈发彰显，它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

通的强大引擎，更是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升级与带动就业增长的关键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交通、能源、信息等关键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助力贫困地区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为当地经济发

展筑牢根基。与此同时，依托“一带一路”这一广阔而包容的合作平台，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

走向深入，合作形式也日益丰富多样。 
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上的高度互补为双方经济增长与减贫事业提供了强劲的动力。通过拓

宽市场渠道、深化贸易合作，跨境电商得以在巩固扶贫成果、加快扶贫进程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3.2. “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境电商贸易 

跨境电商是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往来的新合作方式。根据阿里巴巴跨境电商研究中

心对跨境电商的定义，即跨境电商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利用国际电商营销网络和电子交易平

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依托“一带一

路”合作平台，通过跨境电子商务有效地连通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拓宽双方商品贸易的渠道，丰富

商品种类，更好地将更多的扶贫产品销往国外，从而巩固我国脱贫成果[4]。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跨境电商蓬勃发展。这不仅得益于中国 5G 网络的广泛覆盖与农

村网络环境的显著改善，更为关键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为跨境电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数字丝绸之路的构想与实践，为跨境电商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中国为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与沿线国

家数字互联互通，积极倡导和推动建设以构建高效、互联信息网络为目的的数字丝绸之路，并倡导建设

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沿线国家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电商解决方案[5]。阿里巴巴、京东等中国电子

商务巨头相继布局，投资建设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和技术服务体系，跨境电商的准入门槛和运营成本大大

降低[6]。 
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为跨境电商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中国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自

由贸易协定和双边合作协议，不断优化贸易环境，降低关税壁垒，以推动跨境电商的持续发展。据中国

海关总署统计，近 5 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跨境电商贸易额稳步增长，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

和潜力。 

4. “一带一路”国家跨境电商语言服务基本情况 

4.1. “一带一路”国家英语使用情况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众多国家，目前涉及 65 个国家，这些国家官方语言各不相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绝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英语在其贸易往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宁夏大学王辉教授在其《全

球化、英语传播与中国语言战略研究》著作中，对 17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这 17
个国家里，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白俄罗斯、捷克和拉脱维亚 5 个国家对英语使用情况提及较少；但

其余的 12 个国家，均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涉及了英语的使用[7]。 
在大部分东南亚的“一带一路”国家，英语的地位尤为突出。英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为官

方语言，它不仅是语言工具，还是融入国际社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一些西亚国家，英语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阿联酋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然而在实

际语言生活场景中，英语的使用频率极高，尤其是教育领域。此外，在阿联酋的商业领域，英语为主要

的商务语言，无论是与国际企业的合作，还是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交易中，英语都扮演着关键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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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作为使用最广泛的国际通用语言，在保证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畅沟通中功不可没。 

4.2. 语言服务助推扶贫产品打开国际市场 

我国扶贫产品，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承载着丰富的地域特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带一路”

倡议下向国际市场推广的保障。然而，在进入全球市场时，语言障碍阻碍了这些产品在世界舞台上的熠

熠生辉。 
在整个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每个环节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语言服务。语言服务是指为满足跨语

言、跨文化沟通需求而提供的专业化服务，旨在解决语言障碍，促进信息传递、文化交流和全球化协作。

相比于早期语言服务主要集中在翻译学和语言学领域，“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境电商中的语言服务则更

注重语言在促进国际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在跨境电商贸易中，语言服务注重扶贫产品的本土

化表达，巧妙地选择语言转换的技巧和方法[8]。 
在扶贫产品市场推进中，从原料的独特产地、传统的制作工艺，到承载的历史文化背景，都需要准

确无误地传递给外国消费者。在向国外推广扶贫产品时，语言服务人员不仅要精确翻译产品相关的工艺

术语，还要生动形象地讲述其背后的文化故事。只有这样，外国消费者才能理解产品的价值内核，进而

与产品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贵州苗绣通过语言服务实现品牌升级，讲述其苗绣背后的文化故事，将苗

绣图案的象征意义翻译成英文、法文，嵌入产品手册和官网。2022 年，苗绣产品通过 Etsy 平台销往 50
多个国家，年销售额突破 800 万美元，当地绣娘收入提高 3 倍。一份准确且独特的产品介绍，就像一把

钥匙，能够为扶贫产品打开通往国际市场的大门。而优质的语言服务，不仅能大幅提升产品在国际上的

形象，让产品更具吸引力，还能有效激发国外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为产品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筑牢根基。

文化传播与语言服务如同紧密交织的藤蔓，彼此依存，共同助力扶贫产品通往世界舞台。 
此外，在扶贫产品的国际营销中，语言服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专业的语言服务可以针对

各国、各地区文化背景、消费习惯等，对产品介绍的表达词汇和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中国重要的咖啡

产区，云南，早期因语言障碍和品牌包装不足，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后来通过本地化语言服务，将产品

说明、产地故事翻译成英文、日文等多语种，并融入目标市场的文化元素(如日本市场偏好精致简约风格)。
最终，2021 年云南咖啡出口额达 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部分品牌如“后谷咖啡”通过亚马逊国际

站销售，覆盖欧美 20 余国，年销售额突破 5000 万元人民币。再比如欧美市场，语言表达讲究简洁明了，

宣传应当突出产品在欧美市场的实用性和创新性；而东南亚市场，对产品的情感价值、文化内涵的重视

程度则更高。在广告文案的设计上，语言服务团队擅长根据扶贫产品所蕴含的特点和故事，打造出富有

吸引力的宣传口号。在市场调研方面，语言服务人员凭借其自身的语言优势能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

市场数据、消费者需求及竞争态势进行深入的分析。语言服务团队对当地市场报告的准确解读和对消费

者的反馈，也能为目标市场的扶贫产品精准定位提供强有力的基础，由此制定出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

营销策略，有效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在跨境电商平台，英语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推动了贸易的便利化与高效化进程。扶贫产品借助跨境电

商平台，以英语作为沟通桥梁，与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家达成合作。外国商家凭借精准的英

语产品介绍，得以全方位了解扶贫产品的制作工艺、选用材质以及具体用途，从而放心下单采购。如拼

多多联合语言服务公司为贫困地区农产品提供多语言支持，将贵州刺梨、四川花椒等产品信息翻译为英

语，适配全球消费者。2023 年，拼多多国际站(Temu)上扶贫产品日均订单超 10 万单，贵州刺梨制品海外

销量同比增长 200%。随着越来越多的扶贫产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走向世界，脱贫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显著

提振。农产品、手工艺品等有了更广阔的销售渠道，企业订单增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脱贫成果得以巩固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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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语言服务推动跨境电商发展的路径 

5.1. 提高乡村人口语言能力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

包括“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

五个方面，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

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建设农业

强国目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和政策举措，旨在加快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5.1.1. 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统一带来的巨大效用，始终坚持将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摆在第一位。遵循因时制宜的方法论原则，结合当地特色，创造性地开展语言文字普及工作。

在原脱贫攻坚地区发展“技能 + 语言”的协同发展模式，让农民在训练与学习中得到实用技能与国家通

用语言能力的双重提升，整体促进乡村地区人口综合素质的跃升。 
实行因材施教的方法，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开展不同的语言文字教育。例如，针对儿童群体，

开展启蒙工程，根据他们的发音特点找到对应的文字进行教学，以此夯实其语言基础；针对劳动适龄群

体，关注提升其语言应用能力和数字化信息素养，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针对老年群体，将语言文字教育

融入其日常生活中，培养其听说交流能力。同时，可推进本土化教材体系建设，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图

文教材、方言对照手册，配套使用多媒体等教育设施，构建多元化教学供给体系[9]。 

5.1.2. 利用融媒体和数字化平台开展教学与宣传 
构建多维度语言生态需实施分层推进策略。在社会层面，积极营造良好的语言学习渗透氛围，整合

融媒体传播矩阵，通过方言文化节目、语言学习 APP 等载体打造浸润式语言环境[10]；在国家层面，将

普通话使用纳入基层政务服务标准；在个体层面，推行“数字扫盲”工程，为脱贫人口定制国家通用语

言培训项目，配套智能终端设备补助政策，助力跨越“数字鸿沟”。 

5.2. 提高英语能力助力乡村跨境电商发展 

5.2.1. 加强乡村地区英语基础教育 
由于经济、地理等原因，乡村地区英语基础教育面临着一些困难，如教学条件不足、师资力量薄弱

和基础教育设施不完善等。加强乡村地区英语基础教育有利于当地孩子开阔视野，与世界接轨。同时，

加强乡村英语教学也是提升乡村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训练他们的听说读写的能力，提升其语言能

力、思维能力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乡村学生的英语能力具有巨大的增值效应：学生

可将所学农产品的英文表达方式教授给自己的家人，从而提升乡村地区整体英语表达的普及率，也有利

于乡村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资源建设方面，学校和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投资，建立乡村流动图书馆，购买提升学生英语能力

的图文书籍，建立方便学生借取图书的制度，营造学习英语、热爱英语的社会氛围。同时，招募英语教

师，并对其开展定期考核培训，提高乡村英语教学水平。此外，学校可以在校园内增设英语常用词汇与

交际用语的文化宣传栏，将英语元素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让学生在生活中

轻松学会英语。 

5.2.2. 培养商务英语应用型外语人才 
各大高校应根据自身所处地区发展的实际需求和方向，对其现有英语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应重点关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4360


丁逸鸣 等 
 

 

DOI: 10.12677/ml.2025.134360 395 现代语言学 
 

注学与行的结合，以乡村振兴为中心，进行本土化调整。将商务英语学习与促进乡村发展的具体行业知

识结合起来，培养具备专业知识能力和英语语言服务能力的新型农业对外人才。 
同时，高校应增设信息技术与新兴传媒相关课程，教授学生如何在运用跨境电商促进乡村振兴这条

赛道上走出一条路，鼓励学生创新传播方式，创作高质量的作品，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乡村的风貌，让

农产品走向世界。 
地方政府还可立足本地支柱产业需求，创办“外语 + 产业”融合型短期实训班，向乡村本土人才免

费开放。课程体系应围绕地方特色产业设计，实现人才技能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精准对接，通过微视频、

音频等教学方式，快速传授实用的交际用语和行业基础词汇，帮助乡村人才提升英语应用能力，更好地

参与乡村跨境电商产业发展[11]。 

5.2.3. 建设乡村地区英语人才智库 
本乡村地区需立足本土发展诉求与战略定位，构建外语人才智库，通过社会化招募、政企校协同推

荐等多维渠道，系统梳理外语专才的资质背景与服务意向，建立动态化人才档案管理体系[12]。该体系应

建立统一的外语人才分类标准，涵盖专业译员、涉外商务人才及具备双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实施分级

分类管理。 
依托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建立“需求画像 + 人才画像”双维匹配模型，实施精准化人才调度。推

行“订单式 + 轮岗制”服务模式，组建跨区域流动服务团队，通过定期驻点服务与周期性轮换机制，实

现人才资源全域共享。基于地理区位与产业特色，重点培育语言服务关联产业，打造“外语 + 非遗传承”、

“外语 + 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同步构建乡村振兴语言服务推动跨境电商

案例库，通过经验复制、模式输出与品牌连锁等方式，形成跨区域协同发展的良性生态，为乡村全面振

兴注入持续动能。 

6. 结语 

语言服务作为促进贸易流通、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对于推动我国扶贫产品的国际化、巩固脱贫成

果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加强语言服务的建设和应用将对我国与沿线国

家的交流与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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