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田荣苗，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文章引用：田荣苗．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外宣特色政治词的翻译研究——以2020—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

［J］．语言学，2023，5（3）：180-189．

https://doi.org/10.35534/lin.0503015

语言学
2023 年 9 月第 5卷第 3期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外宣特色政治词的
翻译研究

——以 2020—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

田荣苗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摘  要｜本文以2020—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特色政治词为研究对象，自建

语料库考察其中高频动词和名词的翻译现状，并探究其背后可能的文化原因。

研究发现，外宣文本中的一个动词可以翻译为多个英文动词或者直接不译，原

因是中文词汇的文化特点以及中英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外宣文本中的特色名

词，尤其是专有名词，大多采取直译的方法，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的一些政策已

经被大众所接受，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我国国力强盛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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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有

了显著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受到了高度的关注。我国领导人的内政外交谈话、

指导国家发展的新理念和新目标、社会改革新举措等外宣文本，对于国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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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和智库来说，是研究和认识我国的重要资料与窗口［9］，通过研究和了

解这些内容，可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陈旧观念，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便是权

威外宣文本之一。《政府工作报告》是一种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宣读的公文形式。报告包括三个主要部分：首先，对过去一年的政府工作情况

进行回顾和总结；其次，总结当前政府各项工作成果，汇报这一年政府的工作

总体部署；最后，重点关注政府自身建设以及本年的主要任务［4］。通过外宣文本，

国际社会可以更加“了解中国”“读懂中国”［15］。因此，《政府工作报告》英

译本对我国的对外宣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本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我国大

国形象的“自塑”［8］。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因此译

者要翻译出符合国外受众需求和思维习惯的译本，为原文和译文读者之间搭建

起一座桥梁。本文回顾了《政府工作报告》英译的研究现状，以 2020—2022 年《政

府工作报告》作为语料，自建小型汉英平行语料库，对语料库中的高频动词以

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进行研究，对其英译策略进行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

以期总结外宣翻译时的固定用词及了解其背后的文化特点。

2  语料库与外宣文本翻译

长期以来，中英翻译领域的研究主要应用规定性研究方法［7］。研究方法可

以分为内省式与诱导式两种。然而，这两种方法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样本

数量有限且选样不具有强代表性，因此无法总结整体语言使用者的普遍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后，学者们意识到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研究翻译文本，因此翻

译研究方法开始更多地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描述性翻译研究关注语言之间的

互相作用，同时关注影响翻译活动及翻译结果的各种因素，致力于对真实存在

的翻译现象进行客观统计，提出并验证可以解释和预测这些事实或现象的普遍

原则［6］。语料库以真实的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现代信息检索技术，对大量的

语言翻译事实进行统计，可以高效总结并描述语言运用的规律。语料库研究方

法结合了语言学、计算机科学、认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将其与翻译相结合，

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思路。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可信度较高，Baker（1995）首次提出在翻译领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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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料库研究方法的建议，提倡对翻译文本的实质进行实证研究［1］。随后，有

众多关于翻译普遍性的研究，如 Laviosa（2002）和 Olohan（2003）分别从宏观

和微观角度进行了研究［2，3］。近年来，国内运用语料库对外宣文本的相关研究

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崔亚妮（2010）建立了 2004—2010 年政府

工作报告的双语平行语料库，统计其中的高频词汇“加强”并研究该词的英译，

探讨在翻译时，使用“直译”和“意译”的不同情况［5］。钱多秀（2012）借助

语料库方法，从国防白皮书的词汇和句子层面分别进行翻译评析，分析英文译

本的语言特征，讨论政治文本翻译的特征及规律［12］。廖良敏（2013）基于语料

库研究了《政府工作报告》中高频词的英译策略，探讨影响翻译的语言因素和

非语言因素，从实践的角度论证了《政府工作报告》中高频词英译的固定性［11］。

孙冰（2016）自建微型政府工作报告语料库，提取常见的中国特色政治词汇，

总结该类词的翻译方法，对地方政府公文的翻译有一定参考价值［14］。喻岩和鲁

修红（2022）依托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基于语料库研究方法，通过统计分析高

频实词及关键词，进一步分析我国 2016—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本的

语言特征，探究其译文文本表征所反映的意识形态［16］。梁艺和佟玉平（2022）

使用自建白皮书语料库，研究其中频率较高的特色四字格词汇，结合功能翻译

理论，探讨这些四字格词汇英译的策略，以及这些词汇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10］。

钟子龙（2023）以 2011—2022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语料，统计“发展”一

词的出现频率，绘制该词的搭配图谱，从其搭配的修饰词存在差异直观地总结

出，中国的发展目标、发展格局、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在不断变化［17］。也有学

者从理论的角度总结语料库对政治性外宣文本翻译的指导意义和局限性，饶耀

平（2019）认为语料库翻译学开辟了译学研究的新路径，为评价译者、翻译过

程和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其准确性还有待提高［13］。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研究多为单语文本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各项职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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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或其转变规律。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双语研究，多为分析总结专有名词的翻

译策略，但对译文文本所展现的文化内涵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因此，本文

提出以下问题：

（1）语料中的高频动词有哪些？是否有固定的翻译？

（2）语料中高频的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有哪些？译者在翻译时采取了什么

样的翻译策略？

（3）这些现象蕴含着哪些文化内涵？

3.2  语料库与研究工具

平行语料库的概念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平行语料库是两种

语言文本的集合，且这两种语言具有可比关系，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平行语料

库应该是原语和译语文本的集合［14］。本文所指的平行语料库是由《政府工作报

告》的中文版及英语译本组成的。但在研究时，笔者同样使用了汉语的单语语

料库用于研究中文特点，以便总结其背后反映的中国文化特点。

笔者收集了 2020—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中英文版本作为原始语料，

原文与译文文本均为发布在中国政府网上的官方正式文本。首先，将语料保

存为 .docx 格式，组成一个微型语料库，然后用 Unicode 的形式将中英语料分

别另存为 TXT 类型文本。另外笔者还将汉语的 TXT 类型文本输入中国传媒大

学在线分词标注系统（CUCBst）进行分词并保存，继而将处理好的文本输入

AntConc3.5.8，对文本进行 word list 检索，复制筛查得出的结果。另外，笔者将

建立好的中英文版本的平行语料输入 Tmxmall 进行对齐，导出后使用北京外国

语大学 ParaConc 1.2.1 对语料进行分析。中文语料库全文形符（token）数量为

46460 个，类符数量为 3320 个。

4  结果与分析

通过搜索发现，语料库中词频最高的依次为动词、名词及标点符号。动

词频率有 8261 次，名词有 6538 次，标点符号有 4180 次。其次是形容词和副词，

但是它们的频次远不如动词和名词高，因此，通过研究政府工作报告中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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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和名词的翻译，不仅对翻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还可以探究其背后的文

化含义。

4.1  高频动词及翻译

笔者通过 word list 搜索发现出现频率较高的前 10 个动词，如表 1 所示。从

动词出现频率可以看出，政府工作报告中常用的动词是“发展”“建设”和“推

进”。使用这些词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首先，这些词和我国的国情十分符合。

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对过去的总结还是对未来的展望，国家在追

求发展中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从而实现中国梦。其次，这些动词都蕴含

着积极的含义，在政府外宣文本中，应该积极展现国家形象，从下表可以看出

高频词汇均属于这一类积极词汇。

表 1  高频动词

Table 1 High-frequency verbs

Freq Word
348 发展
181 建设
155 推进
145 加强
130 支持
104 改革
100 推动
95 促进
90 实施
86 保障

对于这些高频动词的翻译，以“发展”为例，笔者在双语语料库中搜

索 其 对 应 的 翻 译。 研 究 发 现， 按 照 出 现 频 率 排 序，“ 发 展” 可 以 翻 译 为

development、develop、growth、grow、promote，除此之外很多时候“发展”并

没有被翻译，译者运用了省译的翻译策略。再以“建设”为例，它可以翻译为

construct、build、establish、develop、construction、conservation， 同 时， 它 也

存在省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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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高频动词的翻译具有两个特点：（1）一词多译；（2）经常省

略不译。对于第一个特点，从文化角度来看，高频动词的一词多译与两种文化

的语境有关。我国属于高语境文化，同属一个文化圈的人可以通过默认的文化

模式获取言外之意。但是如果不同动词的使用背景不同，意义就可能千差万别。

英美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说话人需要尽量详细地将语句的内容传达给对方，

否则会产生歧义。对于第二个特点，笔者认为是因为政府工作报告属于正式文

本，其用语常常包含多个正式却有相同含义的动词，而在翻译为英语时，就属

于重复意义，反而会造成歧义，因此省译的翻译方法更好。如下例：

我国经济尚处在突发疫情等严重冲击后的恢复发展过程中。

While the economy continued to recover from major shocks including Covid-19.

在这句话中，恢复和发展语义重复，翻译为英文时如果 recover 和 develop

同时出现，会造成目标域读者的困惑。

4.2  高频政治词汇及翻译

政治词汇是指政治领域所使用的表达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它涵盖了国

家、政府、政权、政治制度、政策、文化、国际关系等不同的概念，这种符号

既包括词，也包括词组。有些政治词汇所表达的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政治和文

化特色，是中国创造的，是中国独有的政治词汇，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就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

通过搜索将含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分类，并总结词频如表 2 所示。

表 2  政治词汇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political terms

类别 特色词语 出现频率

专有名词
中华民族、养老金、小康社会、侨胞、社会主义、一带一路、干部、
人类命运共同体、形式主义、中医药、国民经济、人民政协

97

国家政策
十四五、减税降费、放管服、减负、扶贫、对外开放、从严治党、八项规定、
十三五、扫黑除恶、三大攻坚战、三去一降一补

77

社会民生 失业保险、脱贫攻坚、攻坚战、保卫战、贫困县 39
社会发展 小微企业、一体化、大众创新、大众创业、自贸试验区 35
理念措施 坚定不移、稳中求进、一刀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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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2 可以得到，专有词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出

现的频率也相对较高；其次是国家政策类词语，其所占的比例较大，而其中的

词汇有明显的特点，即和数字相关且大多数为政策的缩写，对于这类词的翻译

在之后进行讨论。同时，社会民生和社会发展在其中所占比例和出现频率也不

可忽视，这些词语包含国家、民族、文化的精神，所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精神风貌、国家治理能力等。 

中文喜欢用数字对事物进行高度凝练的概括，尤其是在政治文献中，形成

了表达精练但内涵丰富的政治文化负载词。如“十四五”“十三五”“八项规

定”，这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如果直译为英文，西方受众是无法理解的。

在平行语料库进行搜索发现，在翻译这些词语时，有些是直译，有些是增译。

直译的专有词语由于在长期的使用中逐渐发展成固定用语和习惯用语，成为所

有人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概念。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如直接与外国人讲“饺

子”的拼音，他们也可以理解。这一现象说明我国的部分政策已经被大众所接

受认可，成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不需要进行解释。但是对于某些新的政治词

语，它们还未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词语，这时采用“增译”的方法，就便于读

者阅读和理解，达到翻译传递信息的目的。如“八项规定”翻译为“eight point 

decision”，将其转换成了专有名词，不需要详细解释。而“三去一降一补”

就 翻 译 为“cutting overcapacity，reducing excess inventory，deleveraging，lowering 

costs，and strengthening areas of weakness”。再比如，“放管服”翻译为“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delegate powers，improve regulation，and strengthen services”。

5  结语

在外宣翻译中，相较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翻译传播，目标语读者因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会对中国政治性文本有“曲解”，不利于我国形象的

建立。因此，中国更加需要通过优秀的英译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在世界舞台上建立我国的良好形象。本文通过自建语料库，对《政府工作报告》

中高频的政治动词和名词的翻译进行分析，并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原因。研究发现，

在翻译政治文本时，“直译”的翻译方法并不少见，表明国外读者对我国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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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认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同时，一些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词需要进一步翻译，

以完成信息传递。总之，政治性文本的外宣翻译需真实、准确地完成信息传达，

同时在外译过程中要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知识，灵活使用翻译方法。

在分析语料时，笔者也发现了使用语料库研究的一些局限性。（1）语料库

建设过程中，语料的词性标注、赋码和汉语分词不够精细化，这不仅受限于语

料库工具的功能，也和汉语本身的特点有关，因此数据准确率有待提高。如笔

者发现动词的标记不准确，如“新发展理念”这类专有名词，在标注时“发展”

也可能被标注为动词，需要人工进行审核修改标注；（2）自建语料库耗时费力，

从收集语料到语料降噪以及对齐文本，都需要大量的精力；（3）自建语料库库

容偏小，虽然比单独案例分析有说服力，但语料代表性仍有不足；（4）语料库

在译学研究中展现出强大的客观性分析功能，可以根据大数据总结出语言规律

和普遍现象，但也容易陷入“唯数据论”的纯理论派，不能考虑到特殊情况及

实际翻译中的变化，使得结论的可信度局限性较大。日后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

究可以在自建语料库上做出更大的提升，从而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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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Ter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External Publicity Texts
—Taking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from 2020-2022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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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litical ter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2020-2022 Government Work Report by building a corpu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status of the high-frequency verbs and nouns 

in Report, and explores the cultural reason. It was found that a verb in the 

publicity text could be translated into multiple types of English verbs, or left 

untranslated. The reason i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Most of the nouns in 

publicity texts are translated directly, which indicates that some Chinese policies 

have been accepted by the public and become part of the culture,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Key words: Corpus; Publicity translation; Political terms with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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