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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其跨

越式发展特点逐渐显现。据最新产业分析报告显

示，2019 年民族八省区生产总值增速皆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

交流的不断加强，民族地区的翻译市场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翻译服务业正作为一支新兴的生力军

在民族地区的经济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翻译产业的高增值性也日益得到体现。然而与相

对成熟的经济发达省市的翻译市场相比，民族地

区的翻译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各种弊端突显。

全球翻译市场的年产值每年以倍数增长，然而与

巨大的翻译市场需求不协调的是民族地区翻译市

场发展严重滞后，仅能消化 10% 左右，这势必严

重影响和阻碍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

域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民族地区翻译市场亟待改

善和规范已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翻译学研究需要新的研究范式和视角，从

而 揭 示 纷 繁 复 杂 的 翻 译 问 题 的 本 质（Holmes，

1972；Toury，1995；Robinson，2015）。 生 态 翻

译学正是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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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的民族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简称，特指少数民族省（区）（也称为民族八省区），即五个民族自治区以及三

个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省份。1991 年，新闻出版署、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调整少数民族省 ( 区 ) 图书发行折扣的若干规定》

第 2 条指出 , 少数民族省是指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国家规

定视同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青海、云南、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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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创新性翻译理论。该理论致力于翻译文本生

态、“翻译群落”生态、翻译环境生态的整合性

研究。它以“关联 / 序链”的认知途径、“类似 /

同构”的生态特征、“适应 / 选择”的理论体系以

及“论 / 学一体”的同源贯通为立论基础，提出了

“翻译生态环境”“三维转换”“译者中心”“译

者责任”“生态理性”“译有所为”“事后追惩”

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和理念，将翻译活动纳入更为

广阔的生态学视角进行的综观整体性研究（胡庚

申，2019：174-176）。采用生态翻译学这一多元

一体的研究视角既体现了思维方式的整合，又体

现了研究视角的交集，还表现为科际研究的会通

（胡庚申，2020：6）。因此，这一具有整体主义

的方法论不仅可以为民族地区翻译市场研究提供

理论支持，也可以从宏观层面为透视和研究民族

地区翻译市场建设提供新的视角。

二、 民族地区翻译市场现状分析

（一）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对外

经济合作无论在形式还是规模上较之以前都有较

大的提高，也相应产生了大量多样化的翻译需求，

孕育了产值可观的翻译市场。在智联招聘网上输

入“翻译”二字，民族地区显示的招聘信息虽远

远少于其它经济发达的省市，然而与几年前相比，

翻译人才的需求数量逐年递增。而与政治、经济、

文化密切相关的应用型翻译更是成为翻译需求的

主流。随着翻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全球翻译高潮

的到来，在民族地区，具有明显第三产业特征的

翻译服务业也同样发生着与其它产业的横向关联

和延伸，呈现多样化经营趋势。翻译市场的业务

范围不断扩大，衍生的服务产品也越来越多。正

如黄友义（2011：1）所说：“翻译行业发展到现在，

其内涵已经大大扩展，包括翻译服务、本地化服务、

翻译技术、翻译咨询、翻译培训和翻译行业发展

战略研究等”。由此看来，民族地区翻译市场的

未来发展空间还相当巨大。

（二）现实问题日益凸显

虽然民族地区翻译市场的需求不断上升，但

一些制约民族地区翻译市场发展的瓶颈问题已不

断显现。一是供求失衡。民族地区对外经济和文

化交流的快速发展使各行各业对翻译的需求大增，

然而现有的翻译队伍远不能满足市场的实际需求。

一方面，虽然近年来民族地区的翻译服务公司和

企业发展迅速，且增长势头良好，然而大部分公

司在质量和规模上参差不齐，甚至连简单的小批

量翻译任务都无法令人满意。尽管大多数翻译机

构都声称能翻译的语种和领域多而全，而在实际

翻译业务中主要承担一些大语种的翻译，且翻译

质量总体并不高，尤其在涉及医学、生物、法律、

化工等专业领域的翻译更是不尽如人意。另一方

面，中国专业翻译人才数量本来就少。截至 2019

年，全国已获得翻译资格证书的仅 14.5 万人，又

主要集中在少数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政府部门，

这使得民族地区的专业翻译人才更是捉襟见肘。

据统计，民族地区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合格人才

缺口高达 95%，市场上高水平的翻译不到总数的

2%，小语种翻译、同声传译和专业化定向翻译人

才，更是凤毛麟角。由于人才不足，大量外文信

息或本土信息无法得到及时准确的翻译，这也导

致民族地区丧失大量商业机会。据 2019 年中国语

言服务业发展报告显示，67.3% 的语言服务提供方

受访企业表示“急需大量的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

85.7% 受访企业表示“招聘所需的非通用语种人才

比较困难”。

二是市场混乱。由于民族地区的历史原因，加

之翻译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主体自身管理、自律能

力的缺乏，民族地区的翻译市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处于相对无序的混乱状态。由于在民族地区开设翻

译公司的门槛很低，也无需特殊的资质证明，一些

不够资质标准的翻译“企业”纷纷入行，致使行业

内翻译公司 70% 的巨大淘汰率与 50% 的市场进入

率相并行，翻译行业的整体形象和服务质量不高。

这些机构多采用低成本、无从业资质的人力资源，

通过降低服务水平和质量，一味压价来实现低端的

初级竞争，从而使一些专业化、品牌化的大公司感

到巨大压力，也迫使一批优秀翻译人才陆续离开翻

译行业。调查发现，民族地区翻译公司的设立已遍

及省会城市，其它经济较发达的县地级市也出现了

多家翻译公司。但是不知名、不规范的小企业多，

大企业少，年营业额超过 100 万元的翻译机构寥寥

无几，更没有知名的翻译品牌。而翻译从业人员更

是构成复杂，良莠不齐，这使得翻译行业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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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躁、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翻译伦理缺失等不良

氛围。总的来说，这种从业状态的混乱和非规范性

经营极大地损害了民族地区翻译市场的整体形象和

信誉。

三是缺乏统一的质量评价体系和有效的监管

体系。2016 年，中国翻译协会第一部团体标准《翻

译服务 笔译服务要求》正式发布，但中国语言服

务标准尚在逐步完善过程中。同时，国内翻译流

程设置仍不完备，存在诸多显性弊端（岳峰、黄

杨勋，2016）。民族地区翻译市场更是缺乏有力

的规章制度和监管机构来规范翻译市场的运营，

译文质量没有统一的审核标准和流程，客户的意

见纠纷处于投诉无门的尴尬境地，这使得译者与

客户双方的利益都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同时民族

地区 90% 以上的翻译都还停留在完全手工操作的

阶段，缺乏规范的翻译质量控制工具和完整的翻

译质量控制流程。这就导致了民族地区翻译市场

缺少品牌效应，缺少质量保证，无法对市场起到

良好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四是规模偏小，尚未形成产业。民族地区很

多翻译公司的专职人员少于 10 人，大部分处于家

庭作坊式运营状态，每年的营业额不超过 50 万元，

具有良好行业品牌的翻译公司为数甚少；同时也

缺少培养合格翻译人员的专业教育和培训机构。

虽然俞敬松和王华树（2010：38）早就指出，过

去的手工作坊翻译流程已经不再能适应当今大批

量团队协作的业务流程。然而通过调查发现，民

族地区翻译机构仍主要从事传统的笔译和口译单

一性业务，相关衍生服务较少。这也是因为网站、

软件本地化、人才培训和 DTP 等业务需要专业技

术人员的支持，对于目前民族地区的翻译机构来

说还无法成为主流业务。同时这些机构本身译员

储备不足，团队协作意识不强，涉及的语种和专

业有限，从而无法形成规模化发展。因此在现阶

段的民族地区，翻译还只是一种职业，离产业化

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三、民族地区翻译市场建设的生态观

生态翻译学对于民族地区翻译市场建设的重要

启示在于生态翻译学讲究整体综观。从方法论上，

生态翻译学奠基于生态整体主义，强调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正如胡庚申（2019：27）所强

调的，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方法由二元对立思维扩

展到重视多元整合思维；基本信念由倡导简单性建

构转向整体论信念；研究视野由对翻译文本的静态

分析转向注重翻译实践的动态分析”。因此，生态

翻译学所倡导的整体性思维以及它所提出的“适应

/ 选择”“生态翻译环境”“生态理性”“生态伦理”“译

者中心”“译者责任”等核心理念，对民族地区翻

译市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民

族地区翻译市场应该是和谐的、动态的、以人为本

的。而如何构建这一生态型翻译市场，首先需要改

变人们的认知观念，把翻译活动置于宏观的翻译生

态环境下来讨论，以设计民族地区翻译市场的生态

系统构想。

（一）强调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学强调整体和关联，重视个体对整

体环境的依赖。它认为翻译系统是一个统一的相

互关联的整体，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同时，这个整体所表现出来的功能不

等于各关联组成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大于

各个关联组成部分功能之和。从这一意义上说，

翻译生态系统内各相关利益者之间都存在着内在

的双向关联互动和重叠交叉现象，其中任一成分

的变动都将引起其它成分的变动。依据生态翻译

学，翻译本体生态系统是整体翻译生态系统得以

维持或发展的核心，翻译教育生态系统是基础，

翻译市场生态系统是平台，而翻译管理生态系统

则是保障。这四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相互融合，共同构筑了翻译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

（胡庚申，2010：308）。

因此，在研究民族地区翻译市场时，不能只

是孤立地局限于市场子系统或某一相关利益者，

而是需要构建一个和谐的整体生态环境，鼓励并

关照各相关系统的主体互动和整体性。首先，作

为翻译生态体系得以维持和发展的保障，民族地

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一方面应具有较高的战略

思想，着眼于民族地区翻译市场的实际情况，立

足于自身优势，学习国际、国内翻译行业的服务

惯例、运行模式和管理方法，以提高对民族地区

翻译行业的现代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并逐步通

过市场规范、人才培养、资源分享、力量整合等

途径，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本土翻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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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品牌。另一方面，应该与翻译公司、翻译

行业协会沟通协作，从全局和实际出发，共同商

量民族地区翻译市场的总体规划和发展目标；大

力提倡推行翻译市场准入制度，包括翻译就业准

入制度和翻译公司准入制度，加大对翻译工作者

和翻译公司从业素质的管理力度，制止不合格译

员和公司从事翻译业务。同时，建立信息化网络

翻译服务平台，制定翻译质量评价体系和监管制

度，从而在技术法规的层面上规范翻译行为，监

督翻译过程，评估翻译产品。其次，作为翻译生

态体系的基础，民族地区的教育部门、机构和学

校在本土翻译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方面责无旁贷。

有必要建立高效专业的翻译人才培养教育体系，

并结合本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务实性、

前瞻性地培养高质量的专业性翻译人才；同时注

重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

翻译教学的结合与开发研究。再者，作为翻译本

体生态系统的翻译企业和公司应依据国家和本民

族地区标准进一步规范自身的企业标准，并以此

要求和培训员工，做到对用户负责，对产品负责；

充分利用和汲取业内各企业的长处和优势，通过

企业间协作共同开拓业务，实现规模效益和规模

竞争力，从而形成本土强势翻译品牌。而翻译从

业人员应具备良好的翻译伦理、纯熟的双语能力

和民族文化知识，并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

平以胜任更高效、专业化的翻译任务。出版社则

应增强社会责任感，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尽

量为社会奉献高质量的负责任的翻译作品。可见，

翻译市场主体是多元化的，彼此之间应保持互为

促进、互为支持的关系，既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

又要相互配合，保持合作沟通，从而创造和谐统

一的翻译生态环境。

（二）强调以人为本

生态翻译学特别提出“以译者为中心”的核

心理念，强调对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的

关照。“翻译群落”即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人”，

也就是包括译者、读者、作者、资助者、出版者、

评论者等在内的“诸者”。事实上，翻译从组织、

实施到应用，涉及到译者、出版者、使用者等主体。

翻译成果既是译者成果的体现，也是出版者、使

用者用以获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媒介。因而

翻译的主要实施者是人，翻译的最终目的也是为

人服务。一方面，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

总和。译者处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间各种力量

交互作用的交互点上，既是翻译过程的主体，又

是译事得以进行的基石，同样也是被忽视的弱势

群体。另一方面，出版者、资助者、读者等对翻

译的认知对于翻译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

用。因而这种取向于“翻译群落”并以译者为终

极关照的翻译理论，既反映了翻译生态系统具有

的生态理性特质，也是生态翻译学研究重视“人”

的因素的反应。

由此，民族地区翻译市场建设也必须以人

为中心，强调以人为本。20 世纪中期以来，世

界进入翻译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对译者的需求越来越大，

译者队伍日益壮大。作为翻译从业人员的主体，

译者在数量上占翻译从业人员的绝大多数，是

翻译工作的主要和直接承担者，往往也代表整

个翻译界。随之，译者已不再满足于只处于被

动从属的地位，而是强烈表达了对社会话语权

的诉求。因而民族地区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应加

大宣传，改善人们对翻译的认知，树立对翻译

职业应有的认识和尊重。同时要善待译者，尊

重译者的意愿，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译者的合法

权利，尤其是那些既具有翻译能力，又具有良

好翻译伦理意识的合格译员。同时，一系列翻

译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实施，不仅能成为委托方

和服务方对译文质量达成共识的基础，也能作

为翻译业务协商谈判和质量验收判定的依据，

从而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三）强调动态平衡

生态翻译学强调通过关注翻译活动主客体之

间、翻译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

用和相互影响，形成翻译生态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

系统。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

市场概念有所扩展，翻译市场不再只是静态的，而

是多元动态的，处于不断生成又不断调整的动态平

衡过程之中。

生态翻译学提出的“事后追惩”概念对翻译

市场建设也有着重要启示。所谓“事后追惩”是

指对于包括译者、出版者、翻译公司等主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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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自发的市场机制，它强调在翻译活动的每

一阶段尽量由翻译主体能动地操纵和支配，即适

应性地选择，然后在“事后”（即译事之后），

依据翻译生态环境所遵循的“适者生存”“汰弱

留强”的法则对主体的选择，尤其是对最终译文

给予评判与仲裁。根据这一理念，民族地区翻译

市场应该让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主体充分展示自

己的适应能力、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

而其翻译产品完成后则需由市场来进行选择和裁

定，对于造成“误译”“乱译”的“不适者”“弱

者”或“劣者”会遭到“撤稿”“滞销”“赔偿”

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处罚，从而实现翻译生

态体系的动态平衡。当然，这种动态市场机制必

须以统一的质量评价体系和质量监管体系作为支

持，否则只会造成翻译市场的进一步混乱无序。

四、结语

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经济、文

化和科技交流的深入，翻译服务业也将迎来新的发

展契机，同时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个人的谈

吐显示一个人的素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

机构在对外交流中的外语水平直接影响到它的国际

形象”（林茂荪，2010）。面对国际大融合的趋势，

尚处于萌芽时期的民族地区翻译服务业可以说是一

个不设防的区域，既缺少足够的人才储备，也缺少

完善的市场体系。因而民族地区翻译市场的规范化、

标准化建设和发展将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而

作为一个具有显著跨学科性质的生态学翻译研究途

径，生态翻译学取向于文本生命，关注于译者生存，

致力于翻译生态，是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综

观整合性研究。这一理论视角及其所倡导的核心

理念必能为民族地区翻译市场建设赋予更鲜活的内

涵，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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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lation services industry has been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regions. It has been found out that the demand of translation market in minority regions 

is and will be rising;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obvious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market. Based on the 

holism methodology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the relevant core concep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ecological 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market in minority regions, tha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market in 

minority regions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concept of ecological design, so as to build a harmonious and unified, 

people-oriented, as well as dynamic and balanced ecological transl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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