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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国内外定义，翻译硕士翻译能力可以概括为双语能力与工具技术能力。本

文从三方面分析了翻译硕士翻译能力进一步调研的必要性：（1）国家政策多次

强调建设国际传播能力与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性，这对翻译人才的翻译能

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翻译硕士翻译能力的学界研究有所不足，且

人才培养与学位论文的研究反映，翻译硕士翻译能力存在提升空间，值得更加

深入的调查；（3）翻译硕士的培养与行业需求并不完全契合。同时，本文讨论

了调研相关途径。结合国内外翻译能力界定，将翻译能力指标定为双语能力和

工具技术能力，再将两种能力分为各项子能力，并以翻译硕士培养情况作为辅

助指标，通过调查翻译能力培养情况和学位论文写作情况，以间接与直接调查

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上海市高校翻译硕士翻译能力的各项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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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MTI）于 2007 年正

式设置，2008 年开始招生，目标为培养具有专业口笔译能力的高级翻译人才（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2007）。

翻译硕士翻译能力在国内与国外的定义有所不同。国内翻译硕士的翻译能

力包括笔译翻译能力和口译翻译能力。笔译能力包括双语转换能力、双语文本

能力、双语体裁能力、笔译策略能力、译前准备能力。口译能力包括双语口头

转换能力、记忆能力、笔记能力、口译策略能力、心理生理调节能力、译前准

备能力等（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2018）。国外翻译硕士的翻译能力包

括双语能力和工具技术能力。双语能力包括双语转换能力，译前准备能力，译

中策略能力、元语言和翻译理论使用能力、语境适应能力，译后检查审阅能力、

质量控制能力等（EMT Expert Group，2020）。

MTI 学位论文是评估教学质量与翻译硕士翻译能力的重要指标。针对学位

论文，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 2018 年将论文形式确定为翻

译实习报告、翻译实践报告、翻译实验报告、翻译调研报告、翻译研究论文五种。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快速增长，文明互鉴的国际需求也日益增长。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会议上强调建设国际传播能力与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

性。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5 月 31 日下午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

的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强调，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二十大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作报告时也提到，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上述政策对翻译人才翻译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级翻译

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学界也对翻译硕士翻译能力的培养与相关行

业的需求展开了研究，指出了翻译硕士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本文从国家政策需求、学科建设需求与行业需求三方面分析了翻译硕士翻

译能力进一步调研的必要性，并讨论了调研相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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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翻译硕士翻译能力调研的必要性

2.1  国家政策需求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快速增长，文明互鉴的国际需求也日益增长。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会议上强调建设国际传播能力与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

性，这对翻译人才的翻译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首次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的方针。在 2013 年 8

月 19 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精心做好

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

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

看待外部世界。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

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

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性。2016 年 2 月 19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

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

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

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要

用好新闻发布机制，用好高端智库交流渠道，用好重大活动和重要节展赛事平台，

用好中华传统节日载体，用好海外文化阵地，用好多种文化形式，让中国故事

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5 月 31 日下午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

的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强调，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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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因此，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

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然而，总书记也提出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有理说

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号召加强我国国际传播人才与传播能

力的培养。

2022 年 10 月 16 日，二十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作报告时也提到，

我们需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我们应增强中华文明传

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

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翻译作为信息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对国际传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图

书出版为例，我国已先后启动了一系列文化宣传工程。“大中华文库”出版工

程被列入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出版重大工程，同时国

家还先后启动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

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项目。

上述政策对翻译人才翻译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级翻译

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目标正是培养具有专业

口笔译能力的高级翻译人才。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具有较强的语言运用

能力、熟练的翻译技能和宽广的知识面，能够胜任不同专业领域所需的高级翻

译工作。对于翻译硕士的翻译能力调查能够有效反映翻译硕士翻译能力培养的

现状与其不足，对翻译人才的教学实践有一定启示与指导意义。

2.2  学科建设需求

分析学界对于翻译硕士翻译能力的研究可知：学界研究有所不足，且翻译

硕士翻译能力培养与学位论文中存在问题，值得更加深入的调查。

国内翻译能力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主题为检索条件，输入“翻译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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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能力”“翻译硕士论文”“翻译硕士报告”，选择学术期刊论文，检索到

185 篇相关文献。除去相关性较弱的文献，留下共 126 篇密切相关文献。

目前学界翻译硕士的翻译能力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翻译硕士翻译能力培养研

究与学位论文研究。从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反映翻译硕士翻译能力培养情况、

从学位论文反映翻译硕士翻译能力。研究方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抽样调查、

访谈法、内容分析法等（见表 1）。

表 1  翻译硕士的翻译能力研究现状

Table 1 Research status of translation ability of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研究内容 数量（篇） 研究方法
翻译硕士培养 86 问卷调查法、抽样调查法、访谈法、内容分析法

翻译硕士学位论文 40 内容分析法

由上可知，学界对翻译硕士翻译能力的调查存在问题。首先，数据支撑方

面仍有不足。关于翻译硕士翻译能力培养和学位论文的研究，难点在于翻译硕

士培养的课程设置、毕业论文等信息及数据要完全搜集工程量大且困难，因此

还停留在对于翻译能力培养与论文写作上的问题以经验论述的方式泛泛而谈，

而有数据的具体研究，样本范围和样本数量都较小，且对于翻译硕士学位论文

的调查样本范围只到 2019 年上半年，2019 下半年、2020 年、2021 年的学位论

文还没有纳入研究，总体上调查研究不够严谨。

其次，对翻译硕士翻译能力的调查普遍为宏大叙事研究，缺少对地方的具

体调查。126 篇研究中，仅有 21 篇聚焦不同地域或特点的翻译硕士，其中仅有

4 篇对特定地域的翻译硕士培养与学位论文展开研究，3 篇针对一所或两所高校

的翻译硕士翻译能力进行研究，有 14 篇围绕特色专业、特色院校 MTI 如中医药

大学翻译硕士、理工科大学翻译硕士的翻译能力展开研究。

翻译硕士翻译能力培养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培养类别方面，

国内院校开设的翻译硕士方向为笔译和口译两类，开设笔译方向的院校比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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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方向的院校多，无口笔译一体化方向。

在培养目标的问题上，学者提出应加强双语能力培养，特别是英语语言能力

（周恩、丁年青，2017）；同时也有学者提出，语言运用能力包括母语和二语能力，

而部分院校只强调了外语能力，未重视中文能力，并且在培养目标中普遍未强调

对计算机辅助翻译等工具使用能力的培养（史兴松、牛一琳，2020）。

在课程设置方面，学者提出未强化沟通类课程的开设以提升学生的国际视

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且翻译技能、职业素养课程的门类和覆盖面不够广泛（史

兴松、牛一琳，2020），也有学者建议，课程设置应结合高校特色专业实施具

有专业特色的应用翻译教学（李思龙，2020）；同时还有学者提出课程设置与

语言服务业衔接度不够，实习基地建设方面不能起到学业与职业桥梁的作用（李

芸昕、范武邱，2022）。

翻译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学位论文中涉及的项

目中，英翻中项目远大于中翻英项目（穆雷、李雯，2019）。在论文形式上，

多位学者如穆雷、李雯、刘小蓉和文军等均提出翻译实践报告居多，写作内容

千篇一律；翻译实习报告数量少。 理论运用方面，三种理论类型——功能对等

理论、目的论、文本类型理论居多，说明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理论不深入（潘

雯、裴正薇，2021）；学生任意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是不够实事求是（李长

栓，2021）。在翻译项目中的翻译质量上，主位连贯、指称衔、接篇章语用、

词汇 / 句法均存在问题（杨朝军，2014）；学生缺乏对理解的关注，无论采用什

么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案例分析永远都是只谈译文表达，不谈或少谈原文理解（李

长栓，2021）。

综上，翻译硕士对于翻译硕士翻译能力的研究数据支撑仍有不足，且缺少对

地方的具体调查；且分析现有研究可得知，翻译硕士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以及学

位论文均存在提升空间，因此有必要对翻译硕士翻译能力进行更深入的调研。

2.3  行业需求

近年，语言服务业发展迅猛，为翻译硕士人才培养带来新的需求。分析语

言服务行业对翻译硕士翻译能力的需求的相关研究可知，翻译硕士的培养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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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需求并不完全契合，因此需要对翻译硕士的培养与学位论文情况进行调查，

分析其中问题，为翻译硕士人才培养带来启示。

穆雷（2017）收集并调查分析了全球排名前 100 强的语言服务供应商与翻译、

本地化核心相关的近千则招聘广告信息，得出全球的语言服务企业的需求包括：

对专业领域的翻译能力、工具技术能力与项目管理能力等。首先在专业领域方面，

IT 行业对笔译员的需求较大，医疗行业对口译员需求较多，而国内的 MTI 教育

中还缺乏医疗口译这一专业方向，普通语言院校在实现相应的教学上还存在困

难。并且国际语言服务公司对口译员要求的证书也较为专门化，包含法庭口译、

医疗口译、手语翻译、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的证书。然而当前，我国最权威的

翻译证书并没有涉及特定的服务领域，各领域的翻译证书还有待发展。在技术

能力的方面，语言服务公司对项目经理的技术能力要求较高，除了掌握专业领

域的工具外，项目经理还需要对必要的工作流工具有所掌握。在对工具技术能

力的需求上，语言服务公司对笔译工作人员和质量监控人员的要求较高，包括

运用 Trados、办公软件 MS Office、翻译记忆库（TM）等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

能力。在专业能力方面，语言服务公司要求口译员注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快

速处理信息的能力，要求笔译员员谙熟目标文本语言风格特点，并具有基本的

项目管理能力，并且需要译员有较强的术语能力。

岳峰、俞剑辉（2022）分析了中国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与对翻译人才

能力的需求，包括了以基本职业素养为导向的能力，以翻译素养为导向的能力

以及以管理素养为导向的能力。中国语言服务企业从行业发展和企业发展的角

度出发，重视语言服务人员的三项能力：（1）以基本职业素养为导向的能力，

主要包括保密责任、服务精神、诚信敬业、中文表达书写能力、团队合作、抗

压能力、沟通能力；（2）以翻译素养为导向的能力，包括翻译实践能力或翻译

技术能力等，也就是所谓的语言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能力，尤其是项目管理能

力与使用计算机辅助翻译的能力；（3）以管理素养为导向的能力，主要包括项

目组织协调能力、产品营销能力、项目管理经验等。

由上述研究可知，语言服务行业对翻译硕士的翻译能力需求并不仅仅包括

传统的双语互译能力，而且着重于专业领域翻译能力、翻译工具技术能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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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管理能力等。因此，有必要对翻译硕士翻译能力进行调查，为翻译人才培

养更加契合市场需求提供数据与指南。

3  翻译硕士翻译能力调研途径

学界对翻译硕士的翻译能力研究局限于全国范围调查，没有对地区做出针

对性调查；且多为论述，无足够数据支撑。因此本研究建议进行大样本收集数据，

且聚焦于一个地区（本研究选取高校资源优良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全方面

地对上海高校翻译硕士的翻译能力做出系统调查与分析。

结合国内外翻译能力界定，将翻译能力指标定为双语能力和工具技术能力，

以翻译硕士培养情况作为辅助指标，通过翻译硕士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学

位论文，收集数据，分析其翻译能力（见图 1）。

图 1  翻译硕士翻译能力调研途径

Figure 1 Research approach of translation ability of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调查翻译能力培养情况和学位论文写作情况，以间接

与直接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上海市高校翻译硕士翻译能力的各项子能力，包

括双语能力、翻译理论运用能力和审校质量控制能力。

3.1  双语能力和翻译理论运用能力

从上海市各学校官网获取翻译硕士专业的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对专业技

能、翻译理论培养相关课程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从知网检索上海市各高校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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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硕士学位论文，对论文的目标语言、翻译策略、理论运用等进行数据统计与

分析。

3.2  检查审阅能力、质量控制能力

对相关培养方案及课程如专业实践相关课程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对学位

论文中的翻译实习报告的项目审校与质量控制部分等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见

表 2）。

表 2  翻译能力具体调查内容

Table 2 Specific investigation contents of translation ability

翻译能力指标 细分 具体调查内容

双语能力

双语转换能力 论文写作语言、翻译目标语言的情况
译前准备能力 论文中译前准备部分

译中策略能力
论文的目标语言、翻译策略、理论运用
等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译后检查审阅能力、质量控制能力 论文中的审校与质量控制部分
工具技术能力 / 机器辅助翻译的实践报告的使用情况

4  结论

翻译硕士翻译能力培养与“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政

策密切相关，而翻译硕士的翻译能力调查能够有效反映翻译硕士翻译能力培养

的现状与其不足，对翻译人才的培养有重要的启示与指导意义。且翻译硕士翻

译能力的研究数据支撑仍有不足，且缺少对地方的具体调查，因此对翻译硕士

翻译能力的具体、全面的调查有很强的必要性。同时，语言服务行业对翻译硕

士翻译能力的需求与翻译硕士的培养目标有一定差距，对其翻译能力的调查可

以为翻译硕士针对行业需求的培养提供启示意义。

关于调研途径，结合国内外翻译能力界定，将翻译能力指标定为双语能力

和工具技术能力，以翻译硕士培养情况作为辅助指标，通过翻译硕士的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和学位论文，收集数据，分析其翻译能力。并且以现学界的两点不足

为根据，提出进行大样本收集、分析数据，且聚焦于一个地区上海，全方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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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高校翻译硕士的翻译能力做出系统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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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y and Approaches for 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of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Hu Qi Lu Yiyang Qian Jieyi Zhang Yij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Abstract: According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finition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of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bilingual competence and competence to implement machin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translation 

competence of MTI: (1) State policie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ap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ivating external communication 

teams, which puts forward more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of translators; (2) academic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competence 

of MTI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researches on related cultivation and thesis 

reflect that MTI has room for improvement; (3) cultivation of MTI doesn’t 

fully suit market demands. Meanwhi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ays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Combining the definitions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t home 

and abroad, translation competence of MTI includes bilingual competence 

and competence to implement machine translatio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sub-competencies. This essay suggests that sub-competences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of MTI in Shanghai should be investigated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the quality of thesis.

Key words: MTI; Translation competence; Necessity; 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