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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提高，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着中国

各领域的发展，这也让中国政治文本的外宣翻译成为外界了解中
国十分权威的窗口。深入研究2021年《报告》英文译本有助于推
动外宣事业建设，从而为传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声音作出贡献。

1.1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报告》作为许多英语国家了解中国当今发展的一面窗口，但

因中国的独特文化，文本中包含了大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
很难在英语中找到与之完美对应的相关表达，因此选择合适的翻
译策略，准确相关内容十分重要。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中，强
调源语文本与目标语译本需要有最自然的语言对等，为《报告》英
译本此类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政治外宣文本的翻译工作，提供了
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1]。

在对《报告》英文译本的不断学习和理解中，利用奈达的功
能对等理论，总结归纳处最合理恰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希望能
够推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有机结合，为后续理论的发展提供新
思路、新体验，从而更高质量地传播中国文化、宣传中国思想，提
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2]。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政治文本的翻译研究的关注日益提高，

但是研究成果相对庞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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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有关政治文本翻译的研究都是基于不同的翻译理论
或不同的研究对象，其中包括目的论、语境顺应视角以及四字结
构翻译、显化与隐化翻译等。

国内学者对于《报告》的翻译研究多为某一方面研究，鲜有
涉及从词汇、句法、篇章及文体四个宏观层面的探究。国外对于
中国政治文本英译的研究十分罕见，有关最新版《报告》的翻译
研究更是如此。

1.3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的文本内容为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双语版，

其由中国最顶尖的翻译人才翻译而成，具有十足的权威性。
本研究使用理论研究法，理论基础是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研究对象则是2021《报告》英译本，从而总结出译者所采用的翻
译方法，特别是归纳总结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翻译的方法，以期能
够提炼出相关翻译策略，指导后续翻译实践。

2 　功能对等理论在《报告》中的应用
2 . 1 奈达“功能对等”概述

“功能对等”这一概念强调译语接受者与源语接受者能获得
大致相同的反应，是和源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的对等。这就要
求翻译应向读者传递相同的信息，达到相同阅读效果（夏翰林，
2021）[3]。

（1 ）词汇对等。汉语和英语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这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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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中间，找到语意完全对等的词汇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
通过功能对等理论，我们可以灵活运用语言，发掘不同的语言
形式来传递所要表达的意思(周晓杨，2013)。

（2 ）句法对等。英语重“形合”，汉语更重“意合”，
故两种语言在表述相似或相同的信息时，会出现不同的形式，所
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句子间的顺序、逻辑及组合。

（3）篇章对等。篇章对等不光要考虑源语文本及目标语译
本的上下文语境，也要考虑二者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奈达
也曾说过，“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
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杨帆，2 0 1 9 ）。

（4 ）文体对等。奈达一直提倡：“内容第一，形式第
二”，这一观点也间接证明了在翻译过程中，译员不应过分只
注重源语言与目标语内容的对应，同时也需要对原文和译文之间
的形式对应有一定的关注。例如，《报告》这类政治性强的外
宣文本，需要译文也呈现出简洁清晰、逻辑性强的特点。

2 . 2 “词汇对等”在《报告》中的体现
功能对等中，最基础的“对等”便是词汇对等，需要双

语词汇在意义上保持一致。
例 1 ：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译文：We refrained from adopting a deluge of strong

stimulus policies.
“大水漫灌”原义指农业生产中一种常用的灌溉方式，在

此引申出现一层经济学含义为“向市场里‘注水’，投入大量
货币，刺激经济发展”，译文采取了意译的翻译策略，舍弃隐
喻意象，提取核心含义进行翻译，使目标语言读者清晰直观地
理解表述内容，增强英译本的可读性。

例 2：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的困境。

译文：......was lifted out of poverty, including many
registered poor people who were relocated from inhospi-
table areas.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是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转变
而来，指在一些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种种现实因
素而难以满足当地人的生活所需的困境，在这句的翻译过程中，
译者使用了意译的翻译策略，填补了中英文中“词汇不对等”
的现象，某种程度上，成功做到了“文化输出”。

2 . 3 “句法对等”在《报告》中的体现
在汉语中，人们往往更注重“意合”而非“形合”，在

很多情况下，如果主语在上下文中已经有提及或者无需提及，
在汉语的表述中，通常可以将主语省略，语义仍然完整清晰，
文章简洁扼要。而在英语的常见表述中，比起“意合”，更
加注重“形合”，尤其在书面写作中，语法需要准确无误，这
与汉语注重“意合”的特点恰恰相反。如果译者没有采用适当
的翻译策略或者仅对文本进行直译，由于篇幅及文化差异，很
容易造成英译本语法错误，降低可读性。

在句法方面，译者则采用了以下几种翻译策略：
2.3.1 补充主语、连词
例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功

组建首批国家实验室。
译文: We developed China’s international center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cience centers......

对于汉语读者来说，建设创新中心和科学中心的“主体”
是政府，此处省略主语使文本内容更加简洁，也加快了源语言
读者的阅读速度。但此类表述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如果没有

“w e ”，则造成了主语的缺失，出现英语语法错误。所以在翻
译过程中，译者充分理解功能对等理论，补充了主语，有助于

英语读者对《报告》内容的充分理解，同时，尊重了英语当中
的语言习惯，达到了句法对等，也达到了在意义层面上的对等。

例2: 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
资空间，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译文: We will put in place frameworks to effectively
expand domestic demand, boost consumer spending across
the board, and unlock the potential for investment, thus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lete system of
domestic demand.

该句可以看出，“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与“扩大内需有效
制度”、“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由于汉语的省略及公文写作简洁性限制，如果译者、按照
字面意思直译过去，对于英语读者来说，这不仅缺少主语，逻
辑也较乱。所以译者添加了主语及连词，使英文版本免去了语
法错误也更加富有逻辑，这样的补充让《报告》译本加强了逻
辑性，做到了句法和意义对等。

2.3.2调整语序
例: 乡村建设稳步展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
译文: We took solid steps in advancing rur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d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s.
英语习惯表述中，“主语 + 谓语 + 宾语”是最常见句式，

而汉语表达中，经常将句子中有重要含义的词语提前，将动词
位于名词之后，从而突出重点。该句按照英语的表述习惯调整
了语序，并补充了主语，既避免在英语语言中出现语法错误，
也使建设稳步发展的状态得以强调，使译文内容清楚准确，达
到宣传中国发展的目的。

2 . 4 “篇章对等”在《报告》中的体现
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将词语或者句子当作独立存在的个体，

需要考虑到语言在特定语境下，尤其是在政治外宣文本中，语
言所代表、蕴含着的意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到

“篇章对等”。
3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功能对等理论，对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英

译版本进行从词汇、句法、篇章及问题的翻译研究，体会译者
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最贴切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使译文
读者与原文读者反应基本一致。《报告》作为我国最权威的政
治文本英译本，其中使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始终值得我们去学习
和探索，从而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且，也希望本项研究
能够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翻译领域研究作出一定程度的贡献，为后
续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政治文本英译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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