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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高端翻译人才培养，
服务我国国际传播事业高质量发展

李晨欣

西北大学，中国·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关乎着国家对外话语叙事体系的构建。而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促

进国际传播能力发展的重要使命。本文基于我国国际传播现状，提出应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着重构建适用于国际传播需求

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以期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推动中国与世界更近一步的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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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在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时面临两方面的困境：

一方面，过于“趋异”，表现出以本国叙事和本国话语为

中心，导致传播的预期与效果之间出现较大偏差；另一方

面，又倾向于“趋同”，有意无意地迎合西方话语和西方

偏好，缺乏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主体构建（虞鑫、崔乃

文，2022：90）。据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亟

需突破与进展。而高端翻译人才在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

国故事维度的培养质量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我国国际传播事

业的未来发展。因而，在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方面，对

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面

临着高端翻译人才不足的情况，制约了中国话语的表达和

转化。因此，本文从国际传播战略需求切入，研究我国国

际传播现状，提出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适用于国际

传播需求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以此来讲好中国故事，提

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2　国际传播与翻译人才培养互联互动

任文、赵田园（任文、赵田园，2023：1）指出，国际

传播与传播有所区分，更侧重于对外传播，而目前我国翻

译需求也是对外翻译，即中译外；两者的主要任务都是对

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际传播与翻译的关

系密不可分。

“国家传播能力应属于国家话语能力范畴，国家话语

能力属于国家语言能力范畴”（文秋芳，2022：18）。因

此，在国际传播中，语言是基础，单一化的传播型人才并

不能完全胜任国际传播的任务。“我国国际传播的人才结

构较为单一，缺少专家型人才、多语种人才和其他行业领

域的人才”（郑保卫、王青，2021：16）。国际传播的发

展离不开对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两者密不可分。国际传

播可以理解为中国亟需世界倾听并理解中国声音，而翻译

作为一种手段方法，在其中将中国的思想理念用另一种语

言表述出来，通过视频、报刊等多种形式呈现，使得世界

感知并理解，最终实现国际传播效能，达到传播目的。在

这一层面，译者不仅仅是外语符号转换者，也是对外传播

信息建构的参与者和共同把关人、受传双方信息传递者、

跨文化交流促进者、翻译产品传播效能影响者和研究者（

任文、赵田园，2023：3）。在国际传播方面，翻译的作用

日趋凸显，国际传播建设发展离不开翻译人才的培养，要

想提高我国国际传播工作效果，必须要加大对高端翻译人

才的培养力度。而目前我国国际传播方面的发展需求也为

翻译人才培养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3　培养高端翻译人才，服务我国国际传播事业高质量

发展

现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同世界的关系也到

了历史性时刻，中国亟需世界感知并了解中国话语，更好

地推动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大舞台。在这走

出去的路途中，翻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过去的中国

需要了解世界，社会对翻译工作者的需求集中在外译中板

块，而现今，更需要世界了解、理解中国。因中译外的需

求增多，对高端翻译人才需求也更为迫切。而目前，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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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高质量的中译外翻译人才，而要想破解这些困境，必

须要立足中国现实，服务于我国对外传播交流的需求，进

行顶层设计，对人才培养机制体制进行创新。

3.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适用于国际传播需求的翻

译人才培养体系

传统高校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集中在理论知识学习和语

言学习为主，而很少对学生进行专门的翻译实践训练，学

生的翻译能力并没有达到理想化标准，以至于很多学生在

岗位上不能胜任翻译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学校对于高

端翻译人才的培养方案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全方位培养实

践型翻译人才，建立适用于国际传播需求的翻译人才培养

体系。对翻译人才的培养方案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

社会发展需求，而目前国际传播的范围广、传播地区的多

样复杂，以往较为单一的新闻传播类或外语类人才已经无

法满足国际传播各方面的工作要求（郑保卫、王青，2021

：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传播的难度对人才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需要加大对翻译人才的综合素养和业务能力的

培养，要培养一批具备跨文化交际、国际关系分析等能

力，且良好的双语转换能力的翻译人才，他们有着专业的

知识素养又熟知国际传播工作，才能正确有效地传递中国

声音，为中国在国际舆论占据主阵地。

3.2加强翻译人才的国家意识培养，完善翻译专业课程

思政建设

各高校应完善翻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培养翻译人才的

家国意识，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中国理论

解读中国实践，立足中国，提高用外语向国际社会讲好中

国故事的能力。目前，国家发展迫切地需要一批高端的翻

译人才，他们可以创新性地将中国的理论、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形象通过语言等多媒体传递给世界。

这些翻译人才必须精通目的语言，了解目的语文化；与此

同时，翻译人才本身必须具备国家意识和政治素养，对中

国发展理念，政治方向有着清晰的认知， 在翻译中，主动

自觉维护国家形象，达到我国国际传播的需求。“希望各

高校自觉树立家国情怀……把国家需要与人才培养结合起

来，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发展自己，在发展自己中服务国家

大局。（陈雪亮，2022：4）”

3.3加大学科交叉融合，精准化培养高端翻译人才

翻译因其天然的跨学科属性而具有跨学科迁移能力，高

校应增加翻译人才培养的跨学科比重，进行课程设计交叉

融合，从语言学、传播学、区域国别、法律、医学等不同

学科视角来培养人才，在多个学科之间进行交叉融合，拓

展翻译人才的视野。现今，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太过局限，

未能将人才培养具象化，只注重学生的外语能力培养，而

忽视了其他能力建设，不符合社会现实需求，致使理论与

实践脱节，培养的学生无用武之地，而社会更是思贤若

渴，在法律、医学、商务等各个领域都渴求具备专业素养

的翻译人才，使国内各大领域都与国际接轨。故而，对

于翻译人才的培养应精准化培养，推行产教融合模式，与

各类产业单位进行合作，联合培养社会国家所需的翻译人

才，提高翻译人才的专业化、实用性。

3.4加大非通用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力度，积极服务国家

外交战略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语言互通是促进“五通”实现

的催化剂。目前，国内对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重视程度不

够，并未整合规划。各大高校的非通用语师资力量薄弱，

且师资水平不均，难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在“一带一

路”背景下，中国亟需开展多边外交，与周边及第三世界

国家交流互通、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现今，高端非通 用

语种翻译人才的严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国际传播工

作进展的一个重要瓶颈（闫国华，2014：9）。新时代赋予

了各高校新的使命任务，高校应紧紧结合国家发展需求，

积极探索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培养一批熟知对象

国语言文化，并能使用其语言表述中国思想理念，传递中

国声音，进行文化思想上的交流互鉴。

3.5加强翻译人才培养间的国际交流合作，与母语人才

互学互鉴

“翻译必须加大国际交流。（黄友义，2018：8）”在

人才培养方面，亟需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忌闭门造车。

在译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规则，既译者理想的翻译是由

非母语译入母语，一般非母语译者的译作在学界看来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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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稀奇古怪的搭配和用词，使得母语人士难以理解和阅读。

而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战略需求来看，更需要的是译者译出母

语，也就是中译外。各高校可定期开展中译外翻译实践练

习，邀请母语译者加入，这些人士具备母语优势，能清楚地

了解目的语国家的受众，熟悉其文化背景、思想观念、对新

闻的接受程度和喜好习惯。因此，在实践合作中能够帮助国

内译者规避一些错误或歧义，提高中译外难点问题的翻译效

果，更加准确地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表述体系。

4　结语

本文聚焦适用于国际传播需求的高端翻译 人才培养，围

绕国家国际传播的现实需求，解读高端翻译人才的必要性，

探索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向，构建适用于国际传播需求的翻译

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在国际传播方面的现实需求，我们

要培养一批具备跨文化交际、国际关系分析等能力，且良好

的双语转换能力的翻译人才，他们有着专业的知识素养又熟

知国际传播工作，能够正确有效地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国

故事，为中国在国际舆论方面占据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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