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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语专业翻译人才能力需求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穆永超  樊子瑄  张雯哲  周坤澎  宇  聪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大连  116023） 

摘要：翻译是通过文字把一种语言表达的思想内容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所翻译的文本一般用做于传播、利用或留存。本文通过

文献研究法调查和研究在传统意义上翻译者应具备的资质能力，明确其与目前人才市场需求的契合度。通过对国内大型人才市场对

于翻译工作者的需求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在目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对于翻译人才需求的现状，总结出日语专业翻译人才的资

质能力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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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在新时代背景下，作为日语专业学习者，只有明确了成为真正

的专业翻译人才应具备的资质能力，才能通过不断学习成为真正的

日语翻译人才。在传统意义上，翻译译者只需满足以下三点要求：

1.双语能力，即母语与目的语能力。2.能够准确翻译专业词汇。3.

一定的文化素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译者的要求也在相应改变。

这也正是笔者选择日语专业翻译人才应具备的资质能力为研究题

目的契机。 

二、先行研究及本文的立足点 

古力巴哈尔·麦麦提（2020）研究到译者的文化意识和必要能

力。强调了文化意识在翻译中的重要性，指出了翻译中文化缺失的

现象。明确了翻译人员必须具备语言能力、文化能力和专业能力。 

崔立之（2020）研究对译者的要求。对翻译有很多定义，作为

译者，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多种能力，尤其是文学素养。指出要具备

文学素养，在翻译中进步。 

赵丹（2013）研究专业翻译教学培养修养。总结古今学者的研

究结果，列举了翻译能力主要是语言能力、交际能力、文化知识能

力。作为一名译者，他强调综合翻译修养的重要性。 

行木瑛子（2018）研究了培养跨文化能力的翻译应用方法。翻

译过程中离不开译者的跨文化能力。也就是说，作为专业的译者，

既要具备跨文化能力，也要提高翻译能力。 

上述研究主要分析译者的部分能力和修养，强调译者的语言能

力、交际能力和文学素养。但是，要想成为日语专业的翻译人才，

仅有上述三种能力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翻译的内容是各行各业的专

业资料，关于专业词汇有时单凭语言能力是无法翻译的。本文在先

行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日语专业翻译人才所具备的素质能力。 

本研究的定位和立足点在于：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日语专业对翻译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变

化。通过分析中日贸易往来数据，了解日语专业翻译人才的需求现

状。并整理翻译行业招生简章的真实数据，分析日语专业的招生简

章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最后，明确了新时代日语专业翻译人才具备

的素质能力。希望能为想要成为翻译工作者的日语专业学生以及培

养日语专业翻译人才的院校提供参考意见。 

三.日语翻译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3.1 中国日语翻译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2008 年，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会议结果显示，中国翻译人才

市场缺口高达 90%。高水平翻译人员只占总数的 5%。是中国各行

各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随着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中国的日语翻译行业也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2012 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进口额约为 1778 亿美元。2007

年，赶上美国后，中国仍将是日本最大的合作伙伴。2016 年，日本

对中国的贸易进口额约为 1455 亿 2000 万美元。到 2020 年，这一数

字达到 1748 亿 7000 万美元。 

此外，《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 2020 年白皮书》显示，43.2%的

受访日企表示将扩大在华业务，50.6%选择维持现状。 

如上所述，近年来，中日贸易越来越密切。在中国，超过半数

的日资企业有扩大业务的意向。这意味着日语专业翻译人才的需求

在不断扩大。此外，翻译行业细分。因此，比起一般的译者，更需

要优秀的专家译者。 

3.2 调查结果与总结 

本次调查显示，在中国翻译行业，对翻译人员有资格（学历、

资格证）、能力、修养方面的要求。62.5%的企业招聘对象为大学毕

业及以上学历，15%的企业要求专科及以上学历，其余企业不要求

应聘者学历。 

有 32 家公司要求应聘者具备 N 1 以上的资格。其余部分企业要

求应聘者达到 N 2 以上水平。其他企业没有明确的资质证书要求。

对应聘者的经验没有强制要求。但一些企业会优先录用有日本留学

经历和翻译经验的应聘者。而且，还有 13 家也有翻译相关经验的

要求。 

超过一半的中国企业要求应聘者精通中日间翻译，翻译流畅。

汉语的能力很高。此外，37.5%的企业要求应聘者可以使用翻译相

关的办公软件。除了资格和能力之外，企业最看重的是应聘者的个

人修养，也就是应聘者的品德。一些企业对应聘者的资格能力要求

相对宽松，对应聘者的个人素养要求严格。近 3/4 的企业要求应聘

者热爱翻译，有强烈的责任心。而且，翻译需要精神上的强大。合

作意识也是必须的。能够在团队合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约 20%

的企业要求应聘者遵守公司商业机密，保持上进心，不断学习充实

自己。 

四．日语翻译人才的资格与能力 

4.1 日语翻译人员的资格 

1 活用外语的能力 

外语运用能力并不是指掌握了日语，而是指在翻译过程中的正

确使用。与对翻译的要求“准、顺、快”不同，对翻译的要求是“信、

达、雅”，意思是准确、通顺、高雅。要选择最合适的词汇，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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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翻译人员的词汇量。在使用正确词汇和语法的基础上，译文中词

汇的先后顺序、逻辑关系是正确的。外语活用能力正是实现目标的

重要能力之一。 

而且，灵活运用英语的能力也很重要。在日语中，很多专业词

汇都是外来语。作为翻译人员，掌握不同行业的专业术语非常重要。 

2 专业术语翻译能力。 

作为日语专业的翻译人才，在进行翻译时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

专业术语。译医学、法律、物理等方面的专业书籍，专业术语也较

多。目前，与日语联系紧密的行业主要有商贸、IT、旅游、服装业

等。具有专业术语的翻译能力，在工作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3 互联网运营能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语言服务市场对翻译人员的要求

也会发生改变。“语言+科技”将成不可阻挡之势。 

所以，日语专业的翻译人才要有对科技的认知，知道互联网科

技对翻译行业的影响，主动适应出现的新技术。同时，积极关注翻

译方面的最新技术信息，提高自身技术素养。 

如以上内容，学好三种语言很重要。想成为新时代日语专业的

翻译人才，需要对中国和日本的各个方面有一定的了解。此外，还

要具备专业术语的翻译能力，学习其他专业行业的知识。此外，熟

练运用互联网技术也是很有必要的。 

4.2 日语翻译人员的培养准备 

1 责任感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责任心都应该放在第一位。工作责任心，

能够热爱自己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责任感对译者

很重要。翻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认为，有

了责任心，就能持之以恒地一点一点地充实译文。 

2 精神上的坚强 

作为译者，需要精神上的强大。翻译不是体力劳动，而是高强

度的脑力劳动。翻译时，长时间在同一地方久坐，更需要译者的专

注力。此外，客户的时间限制和对翻译质量的要求也会带来压力。

因此，作为译者，需要精神上的强大。 

3 上进心 

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需要有不断学习的动力。只有有上进

心的情况下，才能在语言服务行业走得更远。翻译永远是一门令人

遗憾的艺术，永远无法完美。但只要坚持学习，充实自己，译文就

会更完美。 

不仅是作为一名日语翻译，作为一个人，也应该把不断的学习

作为毕生的工作。 

4 团队合作意识 

翻译是一个人的事。如果某个项目翻译工作量大，团队合作进

行翻译。此时，翻译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群人的团结合作。

翻译人员有了明确的团队意识，就保证按时有质量地完成任务。 

5 职业道德 

由于翻译的资料保密性较高，作为译者，职业道德就显得尤为

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守公司机密。涉及科技、经济种类的翻

译工作较多。这类工作大多涉及重要文件或机密文件。因此，译者

对翻译资料保密是翻译的第一职业道德。 

总之，作为日语专业的翻译人才，要充分认识自己的职责，有

责任感，热爱翻译工作，有精神上的坚强，有上进心，有团队合作

意识，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不仅要加强自身修养，遵守翻译

行业的规章制度，努力成为日语专业的翻译人才。 

五．小结 

翻译的译文离不开译者的素质能力。而且，翻译在日语学习者

的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明确我国翻译业界

对译者的要求，总结新时代日语专业翻译人才所具备的素质能力。 

作为日语专业的翻译人员，除了学习汉语和日语以外，还需要

学习英语。精通这三种语言，翻译得更好。另外，作为日语专业的

翻译人才，运用外语的能力、专业用语的翻译能力、网络信息收集

能力和技术运用能力也很重要。而且，必须有自己擅长的专业翻译

领域。通过本研究，以成为翻译者为目标的日语专业的学生，有必

要对学习方向有明确的认识。同时，希望能为高校等教育机构培养

新时代日语专业翻译人才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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