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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化时代背景下的 MTI 教育创新与本地化人才培养

王华树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

一、引言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化网站、游戏、移动应用、自媒体等

新型翻译业务激增，促进传统翻译业务和管理方式发生变革。现代翻译项目必须进行分工协作，

翻译服务逐渐从传统的个人或小作坊式转向流程化、协作化、众包化和自动化的模式，翻译职业化

的进程不断加快。翻译的对象、方式、工具和手段，研究对象和从事翻译研究的队伍都发生了重大

的变化，翻译已经进入职业化的时代( 谢天振 2013) 。在职业化背景下开展对本地化人才培养的研

究其价值不言而喻。

二、本地化人才需求及培养现状与问题

在过去的 20 多年间，本地化行业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的零星企业发展到如今的燎原之势，从

最初的单语种翻译到如今的多语种翻译，直至现在已成为一个拥有较多市场份额和巨大发展潜力

的新兴产业。本地化服务延伸到包括通讯、航空、机械等在内的各个领域，有向几乎所有垂直一体

化产业渗透的趋势。本地化企业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行业内部的交流活动持续增多，本地化行业

正朝着规范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崔启亮 2013) 。卡门森斯顾问公司的调查显示，2016 年外包总

额将会达到 40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2%，其中本地化服务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份额，预计市场份

额将会在 2020 年提高到 450 亿美元( Common Sense Advisory，2016 ) 。
本地化分工的高度专业化决定了人才需求的多样化。本地化项目涉及的对象包括软件、游

戏、网站等内容，这些可以分解成一整套的工程系列活动，如软件编译、本地化翻译、本地化软件构

建、本地化软件测试等，每项活动都需要使用特定的技术工具( 王华树 2013) 。为此，本地化团队内

部分工高度专业化，通常设有翻译、质量保证( QA) 专员、工程师、测试专员、排版专员、项目经理等

细分的角色，他们在本地化实施过程中协同发挥作用。本地化行业的发展需要大批专业化、职业

化和技能化的翻译人才，只有培养满足市场需求的本地化人才，才能大力推进本地化行业的蓬勃

发展。企业国际化对高水平的本地化人才需求十分旺盛，全球市场对本地化翻译人才的需求量也

会随之增加。但是，当前的本地化人才培养并不尽如人意。
从 2007 到 2016 年，虽然全国有 215 家高校开设了翻译硕士专业，但是绝大多数学校着重语

言能力的培养，对市场需求的本地化能力不够重视，未能赶上翻译教育职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

步伐，造成当前全国范围内本地化人才极其欠缺。据笔者统计，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全国只有

三所高校( 北语、广外、西外) 开设本地化专业方向，每年培养的人才不超过 60 个。本地化行业

所需人才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缺口，无法满足目前语言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此，加强本地化教

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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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地化专业人才培养的建议及策略

针对本地化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高等院校应该以市场需求和本地化行业发展为导向，对现

有的翻译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基础翻译实践能

力。培养本地化人才应采取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突出行业协会和专业培训机构的

作用，以适应语言服务业变革之下的新兴工作模式。本文对 MTI 教育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本地化能力建设。传统的翻译教育注重翻译能力的培养，对本地化管理能力( 本地

化工程管理、本地化流程优化等) 、本地化业务能力( 多媒体本地化、多语言营销等) 以及本地化技

术能力( 本地化翻译技术、国际化软件开发、本地化工程技术等) 等不甚关注。只有准确定位能力

需求，才能有针对性地培养本地化行业需求的专业人才。为此，建议当前 MTI 院校在设立的口译

和笔译培养方案中，增加本地化相关的课程，在培养学生口译和笔译能力的同时，强化和提升学生

本地化技能的培养。
第二，加强本地化方向建设。在经济和语言服务较为发达的地区，逐步增设本地化专业方向。此

方向可以是“翻译和本地化管理”或者“本地化项目管理”等。专业定位旨在让学生了解本地化市场，

熟悉本地化翻译规则和基本流程，熟练掌握国内外主流的本地化软件在本地化项目中的综合应用，培

养学生全面的本地化知识与技能，胜任大型本地化项目运作和管控。比如，北京语言大学紧跟时代需

求，大胆创新，开设了国内首个本科的本地化专业方向，采用“二减一加”的模式培养本地化人才，即减

少部分课程的学分、减少不必要的课程，培养出语言与技术结合的本地化复合型人才。
第三，加强本地化课程体系建设。在职业化大背景下，紧跟行业发展步伐，借鉴国外同行的经

验，构建本地化课程体系，支撑多元化的本地化教育。以广外本地化专业方向为例，该方向开设有

“本地化与国际化”“软件本地化”“网站本地化”“本地化项目管理”“本地化测试”“本地化排版”
“本地化工作坊”等系列课程，形成了由浅入深的课程体系; 在专业课程中融入了大量的实践环节，

学生在真实项目中体验包括本地化翻译、本地化项目经理、本地化工程师等各种角色并提升专业

技能。
第四，加强本地化师资建设。MTI 办学单位可加强与语言服务用人单位和语言服务企业之间

的协作，加强校企合作，共同培养本地化师资。当前可行的方案包括: ( 1) 改变传统教师认证观念，

聘用具有丰富经验的本地化专家到高校担任授课教师; ( 2) 积极参加中国译协、WITTA、MTI 教职委

以及其他社会机构提供的专业的本地化培训，促进师资能力转型，提升教师的本地化教学水平;

( 3) 加强与本地化企业的合作，委派教师深度参与本地化企业的项目实践，逐步建立本地化实习、
就业一体化机制; ( 4) 积极开展区域化师资共享，外聘周边地区的本地化师资来本校任教。

四、结语

经济全球化和现代高新技术的深入发展会促进本地化行业的快速发展，MTI 办学单位可及时

响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发挥区域经济发展优势，调整培养定位，打造本地化专业特色，为行业输

送职业化、多元化的本地化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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