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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跨国公司市场寻求型投资引发的本地化浪潮对翻译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本地化行业急

需大量具备出色的翻译技能和特定专业知识 ,熟练使用辅助翻译工具 , 具有一定翻译项目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作为

我国高校翻译教学的新生事物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项目的根本目标是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及提高我国国际竞

争力需要的高层次职业翻译。MTI的课程设置应首先满足本地化行业发展对翻译人才的需要 ,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

效途径是依据翻译能力构建模型 ,对现有 MTI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和创新 , 以提高 MTI学生的职业翻译素养和综合实

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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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ket-seekinginvestmentsmadeby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havetriggeredneedsforlocalizationandsubstantial-

lyinfluencedtranslationservicesindustry.Thelocalizationindustryfallsshortofpractitionerswhoareequippedwithtransla-

tionexpertise, specificknowledgeincertainareas, computer-aidedtranslationcompetenceandprojectmanagementskills.Be-

inganeweducationprograminChina' shighereducationsystem, theMasterofTranslationandInterpreting(MTI)aimsat

cultivatinghigh-qualityprofessionaltranslatorswhocancontributetoeconomicglobalizationprocessandenhanceChina' sin-

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Forthisreason, MTIcurriculumshould, firstofall, meettheneedsofthelocalizationindustryfor

competentprofessionals.Aneffectiveapproachtothisobjective, whichisfoundintranslationcompetencemodel, appealsfor

reformandinnovationincurrentMTIcurriculumfordevelopingstudents' strongprofessionalismandtranslation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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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本地化行业标准协会(LISA)将本地化定义为跨国公

司把特定产品转化成在语言和文化上都符合不同目标市

场需要的产品的完整过程。作为一项生产活动 ,本地化必

须满足特定市场产品用户和政府监管部门对语言、文化 、

法律的特殊要求(崔启亮 2007:3)。 20世纪 80年代 ,发达

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经历了重要调整 ,海外投资的目

的由早期获取稀缺自然资源过渡到占领当地市场 ,将国际

化规模生产与本地化服务结合起来
① ,通过降低成本 、增

加产品差异性提高市场竞争力(王传英 2006:52)。跨国

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由资源寻求型向市场寻求型的转变 ,极

大地推动了本地化行业的发展。 LISA保守估计 ,全球本

地化行业每年的市场需求已达 200亿美元 ,而且还随着经

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而迅速扩大。

2.本地化行业发展与翻译服务

本地化行业随着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迅速国际化

而快速扩张 ,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又使本地化服务延伸到

几乎所有 “垂直一体化产业 ”(Lommel2007:7)。那些产

品生命周期短 、技术变化激烈 、最终产品由为数众多的中

间品构成的产业 ,如软件 、信息及通讯设备 、电子和电气产

品 、医疗设备 、运输设备等都是本地化服务的对象。

2.1本地化翻译服务

多语种文本翻译及转换是本地化服务的重要环节 ,

但本地化翻译与传统翻译在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上都有

着本质区别。传统翻译项目以译员个体为中心 ,工作内容

相对简单 ,包括术语研究、文字翻译、文稿编辑、译审和排

版等 ,而本地化翻译服务是典型的团队协作 ,涵盖多语种

翻译项目管理 ,软件 、公司主页与在线帮助翻译与测试 ,多

语种文档排版与印刷 ,技术写作 ,多语种产品支持 ,翻译策

略咨询等多方面内容 ,可以为客户企业带来以下收益:

1)加速产品市场进入　跨国公司为了将产品打入当

地市场 ,必须对产品进行调整和改进 ,以适应当地的操作

环境和文化、法律要求。为此 ,本地化公司必须按相同进

度 ,对源文本进行多语种转换 ,做到在特定时间内同一产

品在不同目标市场同期发布。表 1显示 ,翻译服务外包在

减少客户企业本地化员工数量的同时 ,大幅提高了产品进

入市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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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微软公司视窗操作系统市场发布情况

视窗 XP 视窗 Vista 视窗 7

本地化版本数量 23 35 35

本地化文字处理量 100万字 250万字 1100万字

微软从事本地化工作的

自有员工数量 250人 130人 100人

视窗母版与本地化版本

发布相隔时长 120天 108天
0天(全球

同期发布)

　资料来源:中国翻译协会本地化服务委员会网站 , www.taclsc.org

2)节约成本　本地化公司依托网络工作环境 ,借助

现代项目管理技术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实现规模生产。

据了解 ,目前国内一流的本地化公司日处理翻译项目超过

100个 ,折合中文产量约 200万字。 LISA估计 ,仅本地化

公司高效的术语管理所避免的重复翻译 ,就可降低客户企

业 15%的本地化成本。

3)提高产品市场接受度　CSA咨询公司对全球 2400

位消费者的购买偏好调研后发现 , 58.4%的消费者在购买

服装 、个人护理用品 、家用电器和健身器材时 ,必须阅读使

用本国文字的产品说明书;这一比例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

上升到 68.8%;74.7%的消费者表示 ,只有产品售后服务

文件使用本国文字说明时 ,才会考虑重复购买。制造业企

业需要本地化翻译的文本包括:公司网页 、市场营销文件 、

生产指南 、产品说明书 、售后服务文件 、产品外包装 、公司

内部文件等。

表 2.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网页使用的语言数量统计

公司名称 所属国家 网页语言数量

谷歌 美国 103

微软 美国 39

通用汽车 美国 35

罗伯特·博世 德国 34

日产汽车 日本 33

IBM公司 美国 32

丰田 日本 30

惠普 美国 29

松下 日本 26

格兰素史克必成 英国 26

福特汽车 美国 26

三星 韩国 25

联合利华 英国 22

西门子 德国 21

LG电子 韩国 21

花旗集团 美国 18

东芝 日本 18

戴姆勒·奔驰 德国 16

佳能 日本 15

　资料来源:Lionbridge, TranslationandManufacturing, 2009, p.5.

4)打造客户企业核心竞争力　本地化翻译服务可以

使客户企业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本企业生产 、经营的核心

领域 ,如新产品研发 、市场营销 、构建战略联盟等关键内容

上 ,而将语言类工作外包给专业的本地化公司(Lionbridge

2008:2)。根据 ZDM咨询公司对 388家跨国公司翻译外

包项目的调查 , 39%的企业承认外包明显提高了本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

2.2对职业翻译的需求

本地化行业是典型的知识 、技术密集型行业 ,具有覆

盖面广 、市场需求密集 、服务附加值高的特点 ,其竞争力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化翻译人才的从业素质 ,这也是一些

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很早就将本地化翻译训练纳入翻译

教学及应用翻译研究的一个根本原因。发达国家的经验

表明 ,本地化行业需要大量具备出色翻译技能和特定专业

知识 ,熟练使用辅助翻译工具 ,具有一定项目管理经验的

实用型翻译人才。

与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的是 ,我国外语人

才市场近年来出现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日趋严重。我国目

前每年职业翻译的市场需求量为 50万人 ,而实际在岗只

有 6万人。一方面外语人才整体上趋于饱和 ,另一方面每

年职业翻译缺口却高达 90%,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

本地化翻译人才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 , 2007年底才

正式列入国家招生计划 ,以培养职业翻译为宗旨的翻译硕

士专业学位(MTI)项目是应需而生。作为专业学位教育 ,

MTI具有非常明确的职业指向 ,要求学生入学前已具备一

定的知识基础和翻译实践经验 ,个人确立了今后在翻译职

业领域的发展目标(仲伟合 2008:8)。

3.本地化翻译人才培养与 MTI课程创新

高素质的翻译人才是打造本地化行业市场竞争力的

关键因素。我国高校传统的学术型翻译培养模式已经不

能满足本地化行业发展的需要 ,而实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

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翻译能力培养模式之上(苗菊 2007:

47)。

3.1翻译能力建设

本地化行业急需大量的实用型翻译人才 ,而实用型

翻译人才的培养需要一整套有别于学术型翻译教学的科

学 、完善的训练体系。 MTI的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应该以翻译能力构建理论为基础。

就翻译能力建设问题 ,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翻

译能力研究项目组 ”(PACTE)进行了专项研究 ,提出翻译

能力是由多种能力模块构成的综合能力 ,其能力基础既有

通过系统教育 、培训而获得的表述知识(declarativeknowl-

edge),也有来自于翻译实践的操作知识 (procedural

knowledge);在翻译能力形成过程中 ,操作知识起主导作

用。

翻译能力包含五个次能力和一系列心理-生理因素:

1)双语能力 ,主要指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翻译活动时必备

的操作知识;2)语言外能力 ,针对世界和特定领域的表述

知识 ,包括有关两种文化的知识 、百科知识及主题知识;3)

翻译专业知识 ,特指与翻译职业和翻译市场有关的表述知

识;4)工具能力 ,主要为操作知识 ,包括获得并使用各类

资料和信息 ,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应用现代技术的能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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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能力 ,是保证翻译过程的效率和解决翻译中所出现问

题的操作知识 ,它对协调各次能力之间的相互转换和运作

至关重要(王湘玲 2008:105)。心理 -生理因素 ,专指各种

类型的认知因素 (记忆 、感知、注意力 、情绪 )、态度因素

(求知欲 、毅力 、思辨能力 、自信 、自我评估 、动力)以及心

理机制。上述次能力和心理 -生理因素相互影响 、相互增

进 ,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而逐步习得(图 1)。

图 1.PACTE翻译能力构建模型

资料来源:PACTE, 2003

一个旨在为本地化行业发展服务的职业翻译训练体

系 ,应该以培养学生的双语能力和策略能力为根本目标 ,

加强学生的翻译专业知识和使用翻译技术工具的能力 ,努

力丰富其语言外知识 ,同时提高他们在有压力工作环境中

的心理、生理素质。

3.2 MTI项目存在的问题

作为我国高校翻译教学的新生事物 , MTI项目旨在培

养各类高层次职业翻译人才。当然 , MTI项目还有很多需

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基于本地化翻译人才培养的实际

需要 ,目前暴露的主要问题有:

1)学生基础翻译能力欠佳 ,职业指向不够明确　笔

者所就职的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是全国首批 MTI教学试

点单位 ,同时招收口译和笔译两个方向的 MTI研究生。

根据 2008年 7月对首批 24位在职 MTI研究生的问卷调

查 ,本届学生在基础翻译能力和未来职业规划上均存在问

题。首先 , 24位学生中没有一人是从事口译或笔译工作

的职业翻译 ,仅有 9人有短期兼职译员的工作经历。其

次 ,只有 9人在进入 MTI项目前接受过 1年左右的翻译训

练
②。另外 ,学生中只有 2人参加过国家人事部主办的英

语翻译资格考试(分别为笔译二级和笔译三级),其余学

生未参加过任何类型的翻译水平等级测试。最后 ,在被问

及毕业后的职业规划时 ,只有 55.6%的学生表示计划从

事翻译职业(王传英 2008:25)。

2)在职学生持续训练难以保证　虽然自 2009年起

MTI项目开始招收全日制学生 ,目前 MTI项目仍以在职学

习为主。但是 ,半脱产学制非常容易造成学生学习 、工作

难以同时兼顾 ,训练缺乏连续性;每一次上课又因课时集

中 ,训练强度过大 ,教师 、学生都面临很大压力。

在以上问卷调查中 ,当被问及目前学习中的最大困

难时 , 62.5%的学生强调平时工作繁忙造成课下训练时间

难以保证;29.1%的学生提出 MTI阶段性集中学习的特性

阻碍了与主讲教师沟通 、交流。调查还进一步显示 ,全部

笔译学生每天的自我训练量均不足 2小时。如何在维持

半脱产弹性学制的同时 ,保证 MTI项目的训练强度和连

续性 ,是办学单位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王传英 2008:

26)。

3)课程设置不能满足本地化训练需要　在职 MTI项

目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学位办 2007年 12月份

颁布的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口 、

笔译方向)。根据该培养方案 ,两个方向都开设必修课和

选修课 ,其中必修课又分公共必修课 、专业必修课和方向

必修课。按申请学位总学分的最低要求 30分计算 ,两个

方向中必修课、翻译实践和限定选修课(第二外语)的学

分数可占总学分 65%以上。

该课程设置从培养本地化翻译人才角度确实存在缺

陷。首先 ,训练内容很难满足实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要

求。实际上 ,各办学单位的特色课程主要体现在选修课。

受总学分的限制 ,选修课的开设数量仅有 3至 5门 ,难以

满足翻译能力构建模型中成份能力的训练需求。其次 ,单

科训练强度明显不足。以笔译方向的方向必修课 “非文

学翻译 ”为例 ,全日制 MTI总课时只有 72学时 ,按英汉双

向训练平均分配 ,各自只有 36学时;在职 MTI则更低 ,总

课时只有 36学时 ,无法达到专业笔译必需的训练强度。

最后 , MTI项目特有的翻译实践③
受学生实践机会的限

制 ,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

4)本地化师资严重匮乏　本地化行业需要大量的精

通双语互译技能 、掌握现代翻译技术 、熟悉项目工作流程

的职业翻译。但是 ,职业翻译的培养离不开具有丰富翻译

实践经历和教学经验的师资。本地化师资不足是迄今为

止制约 MTI项目发展的最大资源 “瓶颈 ”。这一困境在开

办 MTI项目的综合研究型大学中表现尤为突出。一些与

本地化服务密切相关的实用技能 ,如翻译项目管理 ,产品

测试与质量控制 ,技术写作 ,计算机辅助翻译等课程由于

缺乏合格的师资 ,只能束之高阁。

3.3 MTI课程体系创新

本地化服务是全球服务业外包的主要组成部分 ,是

21世纪推动我国经济 、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为

此 ,应该把 MTI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放到支持国家经济

建设的战略高度。培养本地化翻译人才要成为 MTI笔译

方向办学的努力方向。

为了培养优秀的本地化人才 , MTI办学单位有必要在

招生过程中 ,吸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项目(MBA)的成熟

经验 ,提高对学生基础翻译能力和从业经历的要求 ,同时

依据本单位实际办学条件 ,突出办学特色。

1)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根据 PACTE翻译能力构建

模型 ,以本地化翻译为办学特色的 MTI课程体系应涵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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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教学任务模块:

a.翻译实践能力。通过课堂训练 、持续自我训练和

翻译实践获得;

b.百科知识。通过有目的的课程选修、邀请业内专

家讲座、本地化翻译案例教学、阅读专业文献等手段逐步

掌握;

c.翻译工作心理素质。办学单位通过有压力环境下

的课堂训练 ,结合本地化公司实训 ,对学生有计划地进行

培养;

d.翻译技术与工具。办学单位开设翻译项目管理 、

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 、软件测试 、桌面排版等技术

课程 ,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技能。

2)利用技术手段 ,保证训练强度　培养实用型翻译

人才的一个根本前提是高强度的持续训练。国内的一些

本地化公司相继推出了高校翻译实训平台产品。这些实

训平台的设计依据 “任务驱动模式 ” ,以情景模拟和项目

实践为特点。教师在教学实践中 ,既可选择 、设计不同的

翻译项目供学生实践 ,也可以设定不同的学生组合和角

色 ,让学生在模拟实战的学习过程中了解 、掌握翻译项目

流程中各岗位的不同技能 ,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一

些系统还内嵌 CAT工具 , MTI学生可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

点登陆网络展开实训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MTI笔译

方向学生课外自我训练的要求。

3)大力推动校企合作　针对本地化师资不足的现

状 , MTI办学单位可考虑与专业本地化公司合作 ,开设一

批特色实用课程 ,如翻译项目管理与产品质量控制 ,技术

写作 ,辅助翻译工具 ,本地化翻译案例教学等 ,并努力为学

生创造更多的企业实践机会。以笔译实践为例 , MTI办学

单位应该鼓励更多学生参与本地化公司的翻译项目 ,帮助

通过译前测试的学生做好准备 ,协调好工作进度。在可能

的情况下 ,办学单位可与本地化公司合作 ,组织学生独立

完成整个翻译项目 ,并将翻译成果及时出版。

4)建立 、健全外部专家机制　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明确要求 ,

MTI项目授课教师和参与毕业论文评审、答辩的专家组成

员中必须包括具有丰富翻译实践经验的业内人士 ,尤其是

办学单位师资以外的外部专家。就我国综合研究型大学

而言 ,内部师资在本地化翻译教学领域尤感力不从心。为

此 ,全国 MTI教学指导委员会曾特别建议 ,一些翻译专业

课程可聘请外部专家任教。

5)注重学生本地化服务从业资质　为了提高学生的

翻译职业能力 , MTI教学过程应该与翻译专业资格考试 、

本地化人才能力测评等执业资质考评实现对接。 2008年

9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联合发文 ,要求 MTI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二级翻译

专业资格考试。另外 ,国家有关部门近期也计划推出 “软

件本地化 ”和“软件外包测试”培训及考试项目 ,其中包括

本地化翻译和项目管理等内容。 MTI办学单位应该以此

为契机 ,将本地化内容全面融入课程体系。

4.结语

本地化行业的竞争力归根结底取决于以 MTI项目为

代表的上游翻译培训产业的竞争力。MTI项目旨在培养

翻译市场急需的各类高水平职业翻译人才 ,本地化翻译训

练应该成为有条件的办学单位今后的努力方向。可以肯

定 , MTI项目只有通过深化校企合作 ,整合校内外优势资

源 ,打造专业特色 ,才能切实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真正成

为培育实用翻译人才的摇篮。

注释:
①全球化是企业为进入全球市场而进行的商务活动的总称 ,包括产品

国际化和本地化两个环节。

②此处指口译训练。

③在职 MTI口译方向学生口译实践不低于 100小时 ,笔译方向不低于

10万汉字译文;全日制 MTI口译不低于 400小时, 笔译 10-15万汉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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