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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国际力量发生变化，全球课题不断增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越来越多。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需求越

来越迫切，国家需要中译外人才来完成讲好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的使命。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培养中译外能力的人才成为高校的时代任务。本文厘清中译外能力构成要素，立足高校人才培养的现状，

分析中译外人才培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探究中译外人才培养路径，以便更好完成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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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era, international powers has kept changing so that global issues are on the 
increase, in the meanwhile,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is growing. Therefore, the 
need to let China understood by the world become all the more urgent. China needs more translators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telling China’s story and communicate to the outside. Strengthening the build-
ing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nd training more translator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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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have become the task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currently. This 
paper is aimed to clarify the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first; the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nslator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high 
education, the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ors will be analyzed; finally, the path of trans-
lator training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will be explored so as to ideally 
fulfill the national mission of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foreig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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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是把外国介绍给中国，注意外译中人才的培养。但现在进入新时代，世界面

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发生变化，全球性课题不断增加，加强全球治理势在必行。要参与全球治理，

就需要更多具有国际传播能力和中译外能力的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了相关政策，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 1。2021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2。2022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

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

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3。2024 年 3 月，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里的

2024 年工作任务中提到要深化中外人文交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4。 
“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为全球治理带来了中国智慧，随着与各国交

流的深入，对高质量中译外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些人才在落实中国倡议和中国理念的过程中能够

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和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培养中译外人才，能够

跨越语言障碍，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促进中国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

更有效沟通与合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中译外人才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他们通过

对中国文化的正确理解和地道表达，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信息精确地传递给世

界，能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总之，中

译外人才培养的社会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促进中国倡议和中国理念的落实，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

华文化的传播，并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培养中译外人才，切合时代要求和国家

需求，中译外人才用受众易于理解与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化，增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

流，加强各国之间的文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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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cpc.people.com.cn/GB/n1/2016/0929/c64094-28748259.html. 
2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n1/2021/1230/c1001-32320134.html. 
3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28/content_5692807.htm. 
4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246/202403/content_69418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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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翻译人才来完成讲好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的使命？他们必须拥有哪些必要

的能力？如何从高等教育战略、课程设置、课外实践等各方面来建构多层次、多要素的中译外翻译能力

培养体系，提高中译外人才的培养质量？本文立足高校人才培养的现状，剖析目前外语院校在中译外人

才培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探寻培养高层次、专业型中译外人才的路径和方法，以便更好完成高等院校

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使命。 

2. 中译外能力的界定及模型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翻译能力被误认为就是语言能力。其实语言能力只是翻译能力中的一部分，一

位合格的翻译人才应该具备多元化的能力。随着翻译能力研究的深入，目前已经从最初只关注语言和技

巧的翻译能力模型，发展到了多元化的模型。 
上世纪末以来，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相关学者提出了 PACTE 翻译能力模型。“该模型代表一种

动态的、螺旋式上升的翻译能力构建过程，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模型，包括 5 种子能力(双语能力、语言

外能力、翻译专业知识能力、工具能力和策略能力)以及心理生理要素包括认知、态度及心理活动机制)，
为翻译教学及译者翻译能力培养提供了方向。”[1]语言外能力主要是指源语和目标语的文化背景知识、

世界的百科知识、专题领域的主题知识等。翻译专业知识能力主要是指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翻译职业

和翻译市场等的相关知识。工具能力主要是指翻译过程中使用文献资源和信息技术的相关能力。策略能

力主要是指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灵活使用各种能力来解决各类问题的一种集成能力。心理

生理要素主要是指记忆力等的认知，自制力、批判性思维等的态度及心理活动机制。“新模型把抽象的

翻译能力形象化为多成分系统的同时，更加强调策略、知识、身心等要素对翻译能力的干预。”[2]。 
但 PACTE 翻译能力模型并不是针对中译外构建的，所以并不能精准指导中译外人才的培养。针对这

种情况，任文、赵田园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访谈确定了新时代中译外译者能力模型的要素，并通过问卷

调研确定了各要素的属性、类属、重要性层级和内部影响路径，构建了一个包含 7 个能力类属和 28 个能

力要素的新模型——新时代中译外译者能力模型[3]。7 个能力类属根据重要性又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

级即核心层。包含符号能力和策略能力。符号能力包含多模态符号转换能力、译文评价与审校能力、目

的语表达能力和汉语理解与调整能力。该能力把语言能力提升到符号能力，并强调了批判性思维和汉语

能力的重要性。策略能力包含翻译策略选择能力、融通中外的叙事能力、译写与译创能力和原文选择能

力，扩充了策略能力的维度。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的翻译则需要译创能力。第二层级即重要层，包含

跨文化能力、翻译技术能力、言外知识。跨文化能力包含跨文化转换能力、域外文化共情能力、文化自

觉与自信、国际视野。该能力强调了全球视野和文化自信。第三层级即支持层，包含职业素养和国际传

播能力。职业素养包含职业道德和政治品格、身心调控能力、快速终身学习能力和合作协调能力，强调

了政治品格的重要性。国际传播能力包括外译产品推介能力、多媒体信息处理及传播能力、对外翻译调

研能力和译者社会影响力。该能力凸显了翻译与传播的紧密联系。“中译外已经成为构建一个国家对外

交流能力和对外传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准确、深入、生动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已经成为翻译

工作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4]该能力模型和其他能力模型一样体现了多层次、多要素的

翻译能力体系，同时又强调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传播能力和职业道德，体现了中译外人才的特殊

性。 

3. 中译外人才培养现状与建议 

长期以来，传统的翻译教育只注重语言技能的转换，无法培养高层次、多元化的翻译人才。“新时

代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时代新人’，这对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该说，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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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技能传授的传统翻译教学难以回应这样的目标和要求，翻译人才培养创新势在必行。”[5]此外，随

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引起了翻译界的革命，更多的翻译工具不断问世。但是很多高校对翻译记忆、机

器翻译、本地化软件和数据库等翻译工具的教育，并没有与时俱进。“新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翻译

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新的翻译技术。因此，

翻译人才培养的标准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创新。”[6]。 
培养中译外人才是促进我国与各国的经济交流，传播中国文化的国家需求，这就决定了在培养中译

外人才时需要和当地政府合作，促进当地文化的传播。同时中译外人才要促进我国与各国在各行业的合

作与交流，需要让学生了解各行业的动态，使其在企业的翻译实习实践中进一步提高包括翻译技术在内

的各项翻译实践能力，这就需要高校通过和企业的合作，使我们培养的中译外人才能有很强的实践能力，

符合市场对中译外人才的需求。此外，从中译外能力的构成要素和中译外人才培养现状来看，首先需要

高校本身改革教学方法、加强专业融合等来提高中译外人才培养的质量。具体的培养路径如下。 

3.1. 增设课程群 

以上模型表明，中译外能力不仅是外语能力，还有各层级的能力包含其中。比如核心层的符号能力

除了目的语表达能力外，还包含汉语理解与调整能力。汉语理解与调整能力显得非常重要，只有准确把

握中文和中国文化，才能对中国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学好外语的底气和最需要的基础是中文和中国

文化。新时代意味着中国怀着强大的文化自信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迫切，学好外语必须懂中

文和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更必须自己首先真懂中国文化。母语能力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7]此外

还需要重要层的言外知识。言外知识包括一般性百科知识、专题领域知识、国际传播理论知识、翻译理

论知识、区域国别知识。 
而目前高校的中译外课程较多以传统的语言文学性翻译为主，多侧重培养语言之间的基本转换能力

培养，而欠缺加深汉语学习的课程，欠缺教授专题领域知识的课程，同时教授百科全书般人文基础性知

识的课程也不足。高校需要根据中译外译者能力模型，增加相应课程。要认识到提升母语能力的重要性

并开设相关的课程体系来进行支撑。在学好外语的同时，需要继续强化汉语习得和中国文化学习，准确

理解中文和中国文化是有效进行对外传播的基础。高校还要根据与各国交流和合作的领域，提供不同领

域的专题知识课程。也就是说，要培养中译外能力人才，不能仅靠外语课程和翻译课程，而必须根据各

种子能力特点建立有效的课程群予以支持。在多语种的外语院校，这个课程群至少具有两类子课程群，

来提升学生的符号能力和言外知识。一类是本语种专业课程群，包括外语课程和翻译课程等，一类是各

语种相通的平台课程群，包括汉语课程和专题知识课程等。通过这些课程群的教学来达到提升学生中译

外能力培养的要求。 

3.2. 改革教学方法 

新时代中译外译者能力模型还包含策略能力，它是翻译能力中的核心能力，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

从原文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选择，从叙事方式的选择到译创的选择，还包括协调各子能力的关系，发现

和解决翻译中的问题等各方面。这些能力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已经很难习得，高校应该改革教学

方法，让学生参与翻译项目，在实践中更快地习得。“‘项目导入任务驱动’教学法基于建构主义理论，

强调‘在学中做、在做中学’‘以目标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进行教学实践，该教学方法融

合了项目教学、任务驱动教学、案例教学为一体，强调围绕教学目标、教学评价构建教师——项目/任务

——学生的闭环式教学设计。”[1]按照“项目导入任务驱动”教学法进行教学，学生们对策略能力的体

会更加真实，也能更快地提高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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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进行跨专业融合 

新时代中译外译者能力模型还包含符号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符号能力包含多模态符号转换能力。

国际传播能力包括外译产品推介能力、多媒体信息处理及传播能力、对外翻译调研能力、译者社会影响

力。“依托于文本模态与图像模态，声音模态表达附加意义，各模态兼具层级差异与动态化互补，拓宽

翻译的外延。以纯文本模态为基础，各模态的协同叙事，能增强传播效果。”[8]在对外传播时，不仅要

涉及文本的翻译，利用图像、声音、颜色等多模态符号，能够促进有效传播。同时，“每个国家都有独特

的叙事方式，当我们向外译介中国时，需要根据传播目的和受众国家的情况适当调整原文本的叙事方式，

这样有的放矢才能产生理想的传播影响力。”[9]而目前外语院校一般没有为外语学院学生开设传媒相关

的课程，同样多媒体信息处理及传播能力的培养，外语专业也很难实现。 
外语学院学生需要学习传媒相关课程，学习多模态的表现形式，提高外语学院学生的叙事能力。这

就需要真正打破专业壁垒、实现语言与传播专业的深度“相融”，让学生“既懂外语又懂传播”，提升学

生的整体翻译能力。“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传播能力视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两翼，通过外语专业化和专业外

语化课程体系创建、跨专业课程互换共享机制、跨院系联办实验班机制等举措，敢破敢立，助推多语种

与传播专业的交叉融合，培养既通晓外语、又胜任国际传播的高质量国际传播人才。”[10]外语学院各专

业可以和新闻学专业跨学科合作，在教学、实践等方面有效整合两个专业的资源。外语学院学生学习新

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促进外语和传播两个学科课程的交叉融合。上海外国语大学为学生提供了适应学

科交叉融合创新发展趋势、满足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的多种学习机会，学生可以报名微专业。微专业是

指围绕某个特定专业领域、研究方向或者核心素养，提炼开设的一组核心课程，具有跨学科、灵活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所提供可以选择的微专业中就有新闻传播学院“社交媒体与全球传播”微专业，这种微

专业非常有利于外语专业的学生提高多模态符号转换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 

3.4. 加强校企的协同合作 

新时代中译外译者能力模型还包含翻译技术能力，它包含术语管理能力、信息搜索与查证能力、人

机互动翻译能力。人工智能与翻译技术的深度融合带来了翻译产业的变化，也倒逼翻译教育重视翻译技

术能力的培养。“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于 2019 年制定的《翻译专业本科教学指南》

里，‘翻译技术’从翻译专业选修课程调整为核心课程，并明确指出课程教学内容共分为搜索、术语、记

忆库、机器翻译等四个部分的内容。”[11]此外，该指南要求专任教师应“对翻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一

定了解”，并明确规定翻译专业“原则上应设立翻译技术实验室”。但是翻译技术日新月异，各翻译软件

也是层出不穷，单靠高校去建设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这时需要和翻译相关的实习基地进行合作，定期

派教师去企业进行学习和实践，才能让学校的翻译技术能力的教学跟上翻译产业的变化，培养出市场需

要的翻译人才。此外，翻译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科，仅仅在课堂上学生是无法完全掌握，要更多地让

学生走出课堂到校外去实践。 

3.5. 深化政校合作 

同时学生传播什么也是需要考虑的，高等院校可以立足学校的属地，为传播属地的文化尽一份力量。

高等院校加强与当地地方政府在文化旅游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事业的繁荣发展，加强学

生的人文素养，在认知实习的环节，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挖掘当地特

色的文化元素。同时当地政府提供外宣制度及传播途径。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用英语、法

语、日语、阿拉伯语、德语、西班牙语、朝鲜语等多语种编写《魔力上海》丛书，介绍了包括崇明在内的

上海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人文和旅游资源，就是立足崇明，放眼上海，传播属地文化和旅游的例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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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今后能够和当地政府开发出多语种翻译的项目，就能培养出更多更

好的创、译双管齐下的对外传播人才。 
人才培养不能闭门造车，需要关注国家需求、属地需要。高校与当地政府协力合作让学生在实际的

翻译项目中进行翻译实践，培养学生在中译外时所需的各项能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译外能力人才的培养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中译外能力包括符号能力、策略能

力、跨文化能力、翻译技术能力、言外知识、职业素养和国际传播能力。其中外语、翻译、跨文化和职业

素养相关的课程是外语院校一直以来都开设的，但其中的策略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等，没有相关的课程

来培养。全面提升学生的中译外能力就需要增设课程群，改革现有的教学方法，要进行跨专业融合，培

养学生的叙事能力和传播能力。需要校企合作，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前进。需要政校联合，立足归属地，

满足属地对外传播的需要，为国家发展贡献高校的应有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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