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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翻译产业化的概念及其特点出发，就翻译产业化背景下当
前翻译硕士（MTI）专业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探讨翻译硕士（MTI）
专业课程设置的优化路径，即语言（双语）学习与专业领域学习相结合，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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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industrializ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solutions 
to current problems in MTI curriculum design and suggests integrated studies 
of bilingual and specific domains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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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23 次会议经审议通过，
我 国 开 始 设 立 翻 译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Interpreting，即 MTI）。截至 2017 年止，我国翻译硕士专业培
养单位已达到 215 个，涉及英语、法语、日语、俄语、朝鲜语、
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泰语 9 个语对笔译和口译两个方向的翻译
硕士专业学位。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是近年来我国翻译学科发展的
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为我国翻译学的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为
我国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的专业化翻译人才提供了重要途径。”[1]

杨朝军指出，“翻译硕士的培养应以市场的产业化需要为目的，
从学生学习的整个流程如招生、课程设置、指导教师遴选、论文
写作、基地实习、质量监控等环节出发，转换观念，悉心探求，
真正找出一条适合本单位培养特色的翻译硕士培养路径，为社会
提供高素质、高水平的职业翻译人才。”[2]近年来，随着翻译产业
的飞速发展，如何调整 MTI 课程设置使其达到最优化以满足翻
译产业对复合型翻译人才需求趋势成为 MTI 专业未来可持续性
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翻译产业化的概念及核心要素 
穆雷指出，“MTI 教育应当紧密联系翻译产业，突出培养职

业能力，注重实用性课程的设置，实施多样化的教学模式。”[3]

“互联网+”行动计划，将翻译产业推上了崭新的台阶，不仅将
语言和语言知识转化成生产力，形成了新型语言职业和语言产业
的，还促进了最具低碳属性的语言经济的发展。 

从广义的维度，翻译产业被定义为“与翻译相关的经济活动
的总称”；从狭义的维度，翻译产业是指“以翻译的语言、文字
或手势为载体的服务或产品”，即“翻译服务产业” [4]。张士东
将翻译产业的概念具体化为“通过提供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转译活
动，以满足人们对他种语言为载体的信息需求的一种生产经营活
动”。 [5]由此可见，无论学界如何界定翻译产业的概念，语言无
疑是构成翻译产业的最核心要素。 

翻译作为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码转换活动，源语言与目的语
的两种乃至多种语言学习自然是作为 MTI 的课程优化路径中不
可或缺的环节之一，这不仅是翻译产业化背景下的实然，也是翻
译学科特殊性的应然。 

二、语言（双语）学习与专业领域学习相结合 
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来的同时，将国内的优秀成果推荐出

去是翻译产业国际化的标志之一。汉语作为母语，是双语能力中
重要的一部分。汉语的语言素养直接会影响到译员的翻译质量。
滕梅提出要在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的课程中“设置语言能力课
程以加强学生的双语运用能力”[6]。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汉
语在我国 MTI 教学设置中处于长期缺席状态。尽管大部分 MTI
课程都会设置翻译技巧课程，但是没有语言功底的译者就如无米
之炊的巧妇，再精妙的翻译技巧也无法得以充分发挥。因此，要
想培养出高水平的 MTI 翻译人才，不仅要提高 MTI 翻译硕士的
翻译技巧，更要同时提升 MTI 翻译硕士的汉语和英语的语言素
养和文化底蕴。 

翻译界知名的丹尼尔•吉尔教授提出了著名的翻译理解公
式：理解=语言知识+言外知识+分析。 [7]李银芳指出，“随着全
球科技、经济的发展与融合，新的综合学科、横断学科和边缘学
科大量出现，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广博丰厚的基础，既要学习文学
翻译，又要掌握其他学科的一般知识和翻译本领，变文学翻译“专

才”为翻译“通才”，即在培养“专才”的同时，抓好通才教育。
这是科学技术综合化发展给高等教育带来的一个崭新课题。”[8]

翻译是译者双语语言知识素养和其他学科专业知识各方面能力
的综合体现。双语语言学习以及相关专业领域的课程学习的有机
结合是 MTI 课程设置优化路径的方向之一。在开设双语语言文
化课程的同时，利用学校自身专业特色，鼓励学生根据自身兴趣
和职业规划等跨专业选修政治、经济、法学、物理、化学、生物、
医学、材料、环境等相关专业领域的课程。翻译是跨多个学科的
文化交际，只有把双语语言学习和各个专业领域学习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培养出当今社会的需要的复合型翻译人才。 

三、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 
MTI 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因此基于翻译理论

学习的翻译实践应为 MTI 教育的重点。对外经贸大学崔启亮教
授课题组从 2007 年开始对全国 143 所 MTI 在校研究生分五批次
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并于 2017 年出版了全国 MTI 研究生
教育与就业调查总报告。调查总报告结果显示“在 MTI 课程设
置上，翻译理论课与翻译实践课并重或偏重翻译实践课教学效果
更好，学生体验更佳”[9]；而针对“实践与实习机会”的调查结
果表明，目前学校为 MTI 研究生提供的翻译实践与实习机会并
没有达到令大多数学生满意的水平。因此，当前 MTI 翻译理论
课程设置过多与 MTI 应用型培养目标之间的矛盾，是优化 MTI
课程设置过程中需要关注并着重解决的另一问题。 

尚亚宁指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重在提升实践能力，要创
新培养模式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要加强与各行业企业的合作，
实现产、学、研的结合。”[10]国内外各高校的专家学者对于如何
提升 MTI 翻译硕士的翻译实践能力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一
些切实可行的符合本校特点的培养方案，如政法大学开设的法学
专业选修课、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与译国译民翻译服务有限
公司校企合作等等，均值得借鉴。 

综上所述，提升 MTI 翻译硕士的双语语言文化素养，增强
各相关专业领域知识，以翻译理论为基础、着重翻译实践经验累
积，培养适应翻译产业化需求的复合型翻译人才，是 MTI 课程
优化的必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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