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韩两国的

合作发展进入新时期，两国合作的

领域、重点和热点以及中国对韩语

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通

过考察重庆地区韩语专业毕业生的

就业现状、韩资企业的韩语人才用人

需求等情况，可以看出单纯的韩语人

才需求已经成为过去式，“韩语 + 专

业”的技能型人才需求才是当前的

大趋势，这也就要求高校对韩语专

业建设和培养方案积极地进行改革。

培养出可以服务重庆地区经济发展

的高质量韩语人才，是韩语专业当

下面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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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

中国与韩国是传统的友邻国家，

双方交往已有 2000 余年历史。1992 年

8 月，中国与韩国建交，两国在经济、

文化方面的互补性逐渐增强。随着

中韩政治关系不断改善，中韩两国

经贸合作规模也不断扩大，中国成

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韩国

成为中国的最大投资国之一。在这

一形势下，中国对韩语翻译人才的

需求与日俱增，开设韩语专业的大

学急剧增加，韩语专业大幅度扩招，

各种培训机构、留学机构风靡一时。

进入 21 世纪，世界政治和经济

格局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特别是随

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社

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逐步呈多元化

趋势。由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在华的韩资企业也受到了很

大的影响，再加上中国近几年劳动

力成本增加，导致中国的韩资企业

数量骤减，韩语人才出现过剩的现

象，毕业生的就业率以及对口率也

急剧下降，很多高校也裁撤了韩语

专业。如何克服这些问题？韩语专

业需要什么样的变革，又面临着怎

样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这是值得

深入思考与研究。

一、 重庆地区韩资企业发展

现状

近年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工

业重镇也加快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步

伐，与朝（韩）的经济、文化往来逐

年增强，韩国著名的巨头企业正在重

庆市展开经营活动，并为企业界人士

提供更多新的合作机遇。同时，来重

庆旅游、观光、学习、贸易的人数大增。

相比之下，重庆的韩语翻译人才十分

稀缺，完全不能满足重庆区域经济发

展的需要。及时在高校开设韩语专

业，不但可以缓解这一矛盾，而且必

将为重庆乃至西部地区与世界的交

流做出贡献。2020 年来自重庆市商

务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9 年，重

庆与韩国进出口总额达 506.5 亿元，

增长了 3.8%。韩国与重庆外贸进出

口额在各国中排位第 2 位。2020 年

1—6 月，重庆与韩国进出口总额达

242.9 亿 元， 增 长 了 1.4%， 其 中 进

口额达 160.1 亿元，增长了 18.33%。

重庆与韩国之间的主要进出口商品

包括存储器、以其他便携式自动数

据处理设备、计算机硬盘驱动器为

主的电子信息产品、其他机电产品、

化工产品、以服装及其附件为主的

纺 织 服 装 等。2019 年 1—12 月， 新

设立韩国外商投资企业 19 家。截至

2020 年 6 月，重庆市累计设立韩国

外商投资企业 272 家，主要涉及制

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

二、 重庆及周边地区高校韩

语专业开设现状

目前，重庆市高等学校中仅有

四川外国语大学和重庆外语外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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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两所本科院校设有韩语专业，四

川外国语大学每年招收本科生 60 人

左右，研究生在 30 ～ 40 人；重庆外

语外事学院每年招收本科生 30 ～ 40

人。与重庆相邻的成都市，开设韩

语专业的学校仅 2 所，分别为四川

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和西南民族大

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每年

招收人数计划为 70 人左右（包括专

科、本科层次），西南民族大学招生

计划为 30 ～ 40 人。

通过调研可以看出，重庆和成

都地区开设韩语专业的院校并不多，

招收的韩语专业学生的数量较我国

东北部和山东沿海等地区来看数量

明显较少。

三、 重庆地区韩语专业毕业

生就业情况

通过对韩语专业毕业学生就业

情况的问卷调研可以看出，当前重庆

地区韩语就业市场的情况不容乐观。

对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和四川外

国语大学 2014—2021 年的韩语专业

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可以发现，

2014—2018 年，韩语毕业生的就业

比较理想，除了考研、出国的学生，

学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高达 88.9%。

但从 2019 年开始，韩语专业学生的

就业对口率开始下降，为 61% 左右。

笔者分析其原因，总结出以下四点。

（1）韩资企业大规模落户重庆。

从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得到的数据显

示，2010—2015 年，重庆地区的韩

国企业有较为明显的增加。由于政

府招商引资的政治导向，在这一时

期，韩国很多大、中型企业纷纷落

户重庆，建设工厂。在这段时间内，

由于韩资企业处于起步阶段，韩语

人才需求较大，韩语专业毕业生短

暂出现过供不应求的辉煌时刻。

（2） 重 庆 地 区 韩 语 专 业 扩 招。

从 韩 语 专 业 招 生 数 量 上 来 看， 从

2014 年开始，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和

四川外国语大学都开始扩招，本科

人数从之前的 25 人左右增加到现在

的 50 人左右；四川外国语大学同时

开始扩招韩语专业硕士研究生人数，

增设了口译和笔译两个方向的专业

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每

年在 40 人左右，极大地增加了韩语

毕业生的数量。由于硕士研究生人

数扩招，使得本科生面临更大的挑

战，企业更倾向于拥有更强翻译技

能的硕士研究生人才，韩语本科毕

业生就业情况不太乐观，导致人才

供过于求。

（3）外地韩语人才的涌入。随

着全球一体化的到来，韩语专业毕业

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随着韩语留

学学生的增加和高校韩语专业学生

的扩招，沿海地区的韩语人才市场

趋于饱和，韩语专业人才以往不喜

欢往西南地区就业的倾向发生改变。

根据对韩国企业的问卷调查，韩国

企业中，非川渝籍的韩语翻译人才

占韩语翻译人员的 50% 以上。外部

人员的竞争也是造成重庆地区韩语

专业毕业生面临较大就业压力的原

因之一。

四、 重庆地区韩资企业的人

才需求

笔者走访了在渝韩资企业 10 余

家，针对韩国企业人才需求情况发

放了 50 多份的问卷调研并开展了访

谈。调查发现，当前韩资企业对于

韩语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

（1）重庆韩资企业对纯韩语人

才的需求量并不大。随着韩资企业

进入稳定期，较之前的入驻期相比，

现在的人员配备结构相对稳定，韩

语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处于稳定阶段。

虽然韩国独资企业对韩语的人才需

求相对较大，因为公司的主要部门

负责人都是韩国人，工作上的交流

需要用到韩语，但是合资企业对纯

粹韩语翻译人才的需求不大。

（2）“韩语 + 专业”“专业 + 韩

语 ” 的复合型技能人才需求增加。

从重庆地区韩资企业韩语人才需求

调研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韩资企业

都要求职员会韩语的同时具备一定

的专业能力，如电气自动化、财会、

计算机等，或者招聘专业人才的同

时，要求其熟练运用韩语。单纯的

韩语翻译岗位招聘几乎没有。笔者

搜索了韩资企业的招聘岗位发现，

基本上都是需要与企业发展方向相

应的专业人才，并且“会韩语优先”

等字样居多。

（3）企业对毕业生的综合能力

要求提高。企业要求毕业生不仅应

有较强的韩语听、说、读、写的专

业能力，同时也要求毕业生具备较

高的综合素质，能较快地适应公司

的发展。对韩语毕业生的能力要求

不再仅限于韩语能力，而是趋向多

元化，注重应聘者的创新意识与开

拓精神、应变能力和学习能力、交

际能力和服务意识以及办公自动化

等多方面的能力。

五、 重庆地区韩语复合型人

才培养路径

通过对毕业生和企业进行的调

查显示，目前对于外语人才的培养

模式还停留在纯外语的单一培养模

式，完全不能满足目前社会对于韩

语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人才培养与

社会需求出现脱钩的现象。因此，

需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社会需

求导向为目标，修改人才培养模式

方案，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韩语

人才，提高韩语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 一 ) 完善学科专业体系

坚持以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

国家和重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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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强化学科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互动结合，进一步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和重庆经济发展与西

部大开发，紧紧围绕建设文化强国、

促进开放交流的重大战略需求，按

照“统筹规划，分类指导，扶优扶

强、重点突破，全面提高，形成特色”

的学科专业建设总原则，优化韩语

学科专业布局，整合学科专业资源，

促进外语学科专业交叉，进一步完

善以韩语学科为特色，结合经济学、

管理学、艺术学、教育学、工学等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全面提升韩语学科实力，以培养“通

外语、精专业、重实践”，服务重庆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国际

视野和外语交流能力的开放型、复

合型、应用型专业人才为目标。

( 二 )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优化人才队伍结构，鼓励支持

中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提高专

任教师中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

的比例；鼓励支持教师到企业去，到

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一线去顶岗挂职、

实践锻炼，壮大“双师型”队伍，提

高“双师型”教师占比；采取有力的

政策和措施，培养和引进并重，刚

性和柔性结合，打造一支层次合理、

梯队分明、布局完善、老中青结合

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培养并建成一

批引领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

室建设的教学创新团队，以增强韩

语专业办学实力。针对市场需要的

专业，相应减少韩语专业教师引进

数量，增加技能专业教师数量，打

造更加合理的人才师资队伍。

( 三 ) 深化“五位一体”人才培养

理念 

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完

善和修订韩语人才培养方案，整合课

堂教学、实践教学、社会实践、竞

赛活动、创新创业等重要环节，形

成育人合力，进一步推进“五位一体”

的韩语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构建应

用型课程体系，加强以学生为中心

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加大实习实训

在教学中的比重，改革实践教学模

式；积极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将

劳动教育有机融入人才培养体系中；

大力开展各类科技文化活动，提高

学生在各类竞赛中的参与度和获奖

率；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

过程，引导师生积极参加各类创新

创业活动。通过这些学习模式，提

高毕业生的全面素质和全方位能力，

使毕业生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对于

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 四 ) 推进“韩语 + 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

面对新的时代变化，韩语专业

必须转型，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

要，韩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势在

必行。韩语学科以“韩语 + 第二外

语”“韩语 + 信息化”为抓手，进一

步推进“韩语 +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不断丰富“外语 +”人才培养内涵，

完善韩语专业“外语 + 专业 + 技能”

的人才培养方式。结合学校其他专

业特色，如国际贸易、计算机等专业，

使韩语专业学生可以多学习一门专

业技能，增加就业竞争力。

( 五 ) 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推进产

教融合

不断推进以课堂教学、实践教

学、校企合作相结合的“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

强与行业优质企业合作，共同探索

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教学方式和考

核方式，构建产学融合的教学体系，

共建校内外实验实训基地和校企合

作平台，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

通过对重庆地区韩语专业学生

和重庆韩资企业为对象进行调研，可

以总结出如下启示。纯语言学习模

式已经与社会和企业需求脱钩，不

注重“外语 + 技能”的外语人才培

养方向建设的外语大学和外语专业

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应用型外语

院校外语专业必须通过构建“外语 +

技能”的外语人才培养体系，来形

成自己的课程特色和学科优势。其

次，应用型外语院校外语专业构建

“外语 + 技能”体系有着三个方面的

迫切需要，即国家实施“一带一路”

倡议的需要、培养实用型人才的需

要和提升应用型外语院校外语专业

学生就业质量的需要。最后，外语

专业要采用三大对策来构建自己的

“外语 + 技能”体系，即按照“服务

地区经济”的需求、按照“学以致用”

的要求和按照“专业 + 特色”的要

求来构建。应用型外语院校外语专

业只有认真抓好“外语 + 技能”体

系的构建，才能为国家培养出更多

实用型的外语人才，在激烈的外语

教育竞争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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