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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国内翻译能力研究综述

张秀　高雅茹 *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广西崇左　532200

摘　要：翻译作为一门重要的语言活动，在不同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翻译能力对于促进跨文化交流、提高语言

能力以及推动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十年来翻译能力的内涵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也与时俱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人工

智能的发展，社会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也将为翻译能力的研究提供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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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日益频

繁，翻译能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国家教育结构中培养翻译

能力显得尤为重要。翻译技能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扮演着关

键角色，然而，有效评估与证明翻译能力、培养专业翻译人

才等仍是翻译能力培养面临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加强翻译

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寻求更有效的培训模式与方法。

2. 国内翻译能力研究趋势

在中国知网 (CNKI) 核心期刊导航输入关键词“翻译能

力”，共有 700 多篇相关论文。分析发现：翻译能力研究的

关注度在 2020 年之前总体呈上升趋势，在 2021 年达到顶峰；

2022 年以来关注度有所下降，2023 年开始研究热度又继续

上升。( 见图 1)。就研究方法而言，翻译能力研究主要分为

理论研究、教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厘清概

念，明析能力构成，为实证研究铺垫基础；教学研究以理论

研究为基础，解构分析子能力培养，推进教学改革和人才培

养；应用研究以理论为支撑，同时又提供实证观点，反拨推

进理论研究。

3. 国内翻译能力研究主题

3.1 翻译能力概念探讨

国内对于翻译能力培养路径的探索从 2000 年左右开始

呈上升趋势，对翻译能力概念构建分为以下几类：翻译多元

能力观认为翻译能力由多元子能力构成，如语言交际能力、

翻译知识能力和工具使用能力等（苗菊，2007）；认知翻译

能力观认为翻译思维和认知过程对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谭

业升，2016）。翻译子能力要素包括：1）语言能力（蔡基刚，

2023)；2）专业知识能力（PACTE，2003）；3）技术运用

能力（王华树，2023）；4）认知能力（钱春花，2012）；

5）转喻、隐喻能力（李克，卢卫中，2017）。近年来，国

内学者创造性地提出如国家翻译能力概念（任文，李娟娟，

2021），与国家外宣翻译能力概念（胡开宝，2023），进一

步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

3.2 翻译能力实证研究

译者能力构成一直是翻译能力研究的核心议题，学界通

图 1. 翻译能力论文发表年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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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逻辑思辨提出了各种译者能力构成要素构念，研究者关注

笔译口译者的能力、译者译后编辑的能力等，对翻译从业者

关键能力或核心素养类培养课程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另一个

关注热点就是翻译子能力实证研究（王华树，李智，李德凤，

2018），研究人员探讨口笔译员技术应用能力、百科知识和

翻译技巧对口笔译能力的影响，也探讨翻译子能力训练的内

在联系 - 如学生听力能力与口译能力的关系；这些研究为

翻译专业教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还有实证研究关注翻译教

学模式（舒晓杨，2014），研究者从更为广阔的视角重新解

释翻译活动，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

四个维度进行了探讨，将现代信息技术的交互功能、虚拟模

拟功能以及现代社交工具与翻译教学进行常态化的融合，为

翻译教学的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也为外语及非外语专

业翻译教学的模式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翻译能力实

证研究从多个维度剖析了译者能力培养和翻译教学的本质，

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实践指导。

3.3 翻译能力测试研究

自翻译能力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探讨将“翻译能力”

分解成可以评估的因素，对于翻译能力测试的研究在新世纪

初呈现上升趋势。多数学者结合现代翻译教学与测试实践，

综述国外主要的翻译能力研究模式，分析和讨论翻译能力内

容实质、本身的优势以及东西方研究的差异，探讨多元素翻

译能力观作为翻译测试的构念（肖维青，2012）。在测试构念

同时，也有学者分析目前国际国内对翻译能力的有关讨论，尝

试从中找出翻译测试的评分依据（穆雷，2006）。大多数能力

测试研究以 PACTE 翻译能力模式为基础，对翻译硕士专业的

翻译能力进行探究（韩博文，2021）；还有学者通过对交际语

言能力、翻译、口译能力以及专门用途语言能力模型这几种语

言运用测试领域内非常重要的语言能力模型的梳理和分析（查

建设，尹明，宋姝娴，2020），构建口笔译能力测试模型；

除了对翻译硕士，英专学生展开能力测试研究，有学者对非

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测试，从大纲的要

求、测试效度、方式与题型等提出了改进目前大学翻译教学

测试的一些方法（罗选民，黄勤，张健，2008）。

3.4 翻译能力教学研究

翻译能力培养日益成为新时期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目

标。当前多数教学研究聚焦于子能力培养，如思辨能力（黄

玉霞，2017），技术能力（王华树，2023）等等。翻译能力

的解构也为人才培养奠定理论基础，还有研究关注基于翻译

能力培养的 MTI 课程设置（祝朝伟，2015），他分析了我

国 MTI 课程设置存在的不足 , 并从翻译能力培养角度提出了

课程设置改进建议 , 具体包括增开相关课程提升学生的双语

子能力、语言外能力和翻译知识能力 , 增加必修课程比例增

强策略子能力培养的系统性 , 延长基本学制 , 以此确保翻译

人才培养质量。新时期随着人工智能的更新迭代，也有研究

关注于“ChatGPT+MTPE”交互式译后编辑能力培养，王律

和王湘玲（2023）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交互式译后编辑能力

培养模式的有效性，人工智能赋能翻译能力培养提供理论指

导和实证支持。

3.5 现状评述

   目前，国内翻译能力的研究呈上升趋势，翻译能力的

研究从概念阐释、到实证研究和能力测评，为翻译人才培

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证参考。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翻译能

力主流研究包括能力测试和评估，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内容

丰富。从研究方法来看，翻译能力研究多采用实证研究法，

综述翻译能力的发展史，实证研究也使用了多种现代技术手

段，如眼动追踪等方法，通过探究被试的能力变化，或者翻

译子能力之间的关系等来达到研究目的。总的来说，翻译能

力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深入的探讨，为翻译教

育和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4. 研究趋势

翻译学界对翻译能力的研究在不断加深，而翻译教学

与实践，作为翻译能力研究的核心，仍将是翻译学界关注的

焦点。当前翻译能力研究方向有以下趋势：

4.1 跨学科研究趋势：事实上，翻译能力，翻译过程与

翻译教学实践与都离不开认知科学。翻译作为一项复杂的语

言转换任务和认知活动，元认知能力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谢芮，2021）。由于翻译活动转换不同语言这一特性，

翻译能力的研究离不开跨学科知识。方梦之（2024）概述了

近 20 年译学跨学科研究的概况，从翻译学的基本任务出发，

提出翻译学及其关联学科的三个交叉中枢： 语言转换与加

工、哲学思维与伦理、社会文化与规范。三个交叉中枢分别

关联若干个学科如语言学、认知科学、信息技术科学、社会

学等等。这一学科脉络图谱为翻译能力跨学科研究梳理奠定

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跨学科研究指明了方向。

4.2 国家话语体系构建：近年来，翻译能力理论内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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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丰富，涌现出新概念新范畴如国家翻译能力，拓宽了翻译

学科研究视野。翻译之于国家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国家话语和国家形象构建与国家翻译能力紧密相关，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形成与我国迅速提升的国际地

位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关键在于构建一套既有鲜明中国特

色，又能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对外话语体系（周忠良，

任东升，2021）。因此，翻译能力研究及要着眼于翻译人才

队伍的建设，也要致力于话语体系的译介。

5. 结语

通过梳理近十年来国内翻译能力研究的相关文献，笔者

发现国内对于翻译能力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其

概念内涵也在不断更新，形成了新时代的翻译能力观。翻译

绝不是狭隘地进行语言转换，而是一项跨学科的交际活动。

翻译能力的研究也绝不是简单的能力解构，当前有关翻译能

力的研究为学界了解翻译能力、培养翻译能力提供了更多的

可能。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社会对于翻译人

才的需求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也将为翻译能力的研究提

供新的契机。新时期对于翻译能力的研究更需要关注国家战

略需求和国家话语体系建设背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培育人才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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