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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是跨语言交流的核心工具，也是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随着全球化和技术化的发展，

翻译呈现出专业化、职业化、项目化等特征，对翻译从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从翻译能力的研究现

状出发，分析PACTE模型对翻译能力的多维度构成及其实践意义，并进一步探讨如何提升翻译能力培养

的有效性。通过梳理理论框架，本文提出了培养翻译能力的系统化策略，包括注重语言与文化的融合、

提升技术运用能力以及加强职业素养的培养。研究表明，综合理论指导与实践应用的能力培养模式，有

助于译者更好地适应多样化的翻译需求。 
 
关键词 

翻译能力，PACTE，翻译实践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Its Cultivation 

Xinyuan C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Dec. 23rd, 2024; accepted: Jan. 27th, 2025; published: Feb. 11th, 2025 

 
 

 
Abstract 
Translation serves as a fundamental tool for cross-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fostering social progress and cultural exchange. With the adv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
cal advancements, transl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characterized by specialization, profession-
alization, and projectization, which impose higher demands on translator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alyz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composi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ACTE model in relation to translation competence. It 
further explores how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raining. By revie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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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is study proposes systematic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translation com-
petence, including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improving technical appli-
cation skills, and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ethic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a competence 
cultivation model combin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 can better equip trans-
lators to adapt to diverse translation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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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对翻译人才需

求的日益增加，有效培养翻译能力已成为关键问题。传统上，翻译能力的培养多从教师的教学角度出发，

关注教学方法与课程设计。而本研究则立足于理论与实践，聚焦翻译技能提升中的关键问题与路径。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讨翻译教育中的挑战与策略，结合实际案例，提出促进高质量翻译人

才培养的建议。 

2. 翻译能力研究概述 

翻译是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贯穿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

作用。在中国，翻译能力的概念最早由隋朝高僧彦琮较为全面地提出。他在《辩证论》一文中明确指出，

合格的佛经译者应具备八个方面的能力，史称“八备”。傅敬民(2015) [1]指出，尽管在彦琮之前已有僧

人提出译者应了解中外文字训诂等观点，但在具体且系统地论述翻译能力方面，彦琮可谓开创了先河。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翻译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针对“翻译能力”展开了

广泛的探索，提出了多种翻译能力模型，旨在揭示翻译能力的本质属性和核心内涵。总体来看，这些研

究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自然观、要素观、最简观和认知观[2]。 

2.1. 自然观 

自然观的研究以翻译能力的天赋性为核心，强调双语能力在翻译能力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Harris 
(1977) [3]和 Harris & Sherwood (1978) [4]基于双语儿童的研究，提出“自然翻译”观点，认为随着双语能

力的增强，翻译能力会自然形成。这一观点表明，翻译能力不仅是语言知识的积累，还是语言运用的一

种自然延伸。Wilss (1976) [5]指出，双语能力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种双语优势构成了翻译能力发展的基

础。换言之，双语者的语言系统不仅能够独立运作，还能在不同语言之间灵活转换，构建起有效的沟通

桥梁。 
然而，Toury (1995) [6]进一步对自然观进行了拓展，提出双语者的翻译行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

自动产生社会功能。Toury 认为，双语者的翻译行为只有在其成为“二元文化人”，即能够理解并跨越不

同文化语境的障碍时，才具备真正的社会功能和交际价值。 
尽管自然观为翻译能力的研究提供了深刻的洞察，但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它过于强调了天赋对翻

译能力的作用，可能忽视了后天学习与实践的价值。作为一种基于双语儿童研究的理论，自然观可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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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考虑到翻译能力在不同翻译任务、语境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一些特殊领域(如科技、法律等)
的翻译，翻译者不仅需要具备语言和文化能力，还必须掌握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单纯的

自然观可能未能涵盖翻译能力形成的全貌。 

2.2. 要素观 

尽管自然观从天赋性视角探讨翻译能力，但其局限性凸显了进一步细化研究的必要性。要素观由此

应运而生，通过分解和整合翻译能力要素，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要素观的核心思想是将翻译能力视为

由多个子能力构成的综合体，这种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了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

相互关系。 
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基于要素的翻译能力模型，并试图以不同视角揭示翻译能力的内在逻辑。例如，

Neubert (2000) [7]提出了五维模型，强调语言能力、文本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的重要性；

而 PACTE Group (2003) [8]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更为系统的翻译能力模型，从不同层面深化了翻

译能力的认知框架，使其研究更贴合现代翻译实践的需求。随着翻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

到工具或技术能力在翻译中的不可或缺性。王少爽和覃江华(2018) [9]进一步提出“译者技术能力体系模

型”，将技术知识、工具能力和技术思维纳入翻译能力的范畴。 
要素观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理论建构上，还对翻译教育实践具有深远影响。通过成分分析法分解翻译

能力的构成要素，不仅帮助研究者更加清晰地认识翻译能力的本质，还为翻译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要

素观的研究成果表明，翻译能力是一个动态、综合的系统，其内在逻辑涵盖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构成要

素。无论是在理论阐释还是实际应用中，要素观都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翻译教育和译者培养具有

重要的启发价值。 

2.3. 最简观 

与要素观相比，最简观以其高度概括性和实用性为特点，直接聚焦于翻译行为的核心操作。Pym (2003) 
[10]提出翻译能力最简观，认为翻译能力的本质是两种核心能力：生成一系列可行译文的能力和从中迅速

而合理地选择唯一适合译文的能力。这种理论将翻译能力简化为生产与选择两个过程，明确指出双语知

识、百科知识等只是辅助性资源，而非核心能力本身。这一定位从根本上重塑了翻译能力的内涵，突出

了翻译实践中决策过程的重要性。 
这一理论还强调翻译过程中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例如如何高效处理源语信息、整合背景知识、评估

译文选项等，这些能力的培养对译者适应复杂翻译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最简观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简明的

框架，为翻译能力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它不仅深化了对翻译能力本质的认识，也为翻译教学

与实践提供了高效的指导方针，促进了翻译能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4. 认知观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翻译学界迎来了“认知转向”，这一理论转变为翻译能力研究注入了新的视角

和动力。认知观的提出主要受认知心理学的启发，强调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加工和认知策略。Shreve (1997) 
[11]从认知心理学出发，将翻译能力定义为由陈述知识 (explicit knowledge)和程序知识 (procedural 
knowledge)构成的专业交际能力。他认为，翻译能力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转化能力，更是一种认知图式，

这种图式使译者能够在现实交际中，通过加工源语言的知识，重构文化规约与翻译形式之间的功能关系。

这一理论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的心理与生理基础，强调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译者的认知结构和加工机制

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认知观的核心观点在于，翻译过程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这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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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多个认知环节，如注意、记忆、推理和决策等。因此，翻译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能力，还需要具备高效

的认知处理能力，包括注意力的分配、信息的选择提取和语言表达的优化。 

3. PACTE 与翻译能力培养 

3.1. PACTE 翻译能力模式 

PACTE 模型[8]是翻译能力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框架。迄今为止，在所有翻译能力构成元素

研究中，PACTE 的翻译能力模式“最为系统”[12]。该模型提出，翻译能力不仅仅是单一的语言技能，

而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的复杂体系。PACTE ([13], pp. 609-619)认为翻译能力有四个特征：(1) 翻
译能力即专家知识；(2) 翻译能力大部分属于程序性知识；(3) 翻译能力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子能力构成；

(4) 策略能力在翻译能力中处于核心地位。  
PACTE 模型将翻译能力分为六个核心构成要素：双语能力、文化能力、策略能力、工具能力、对翻

译的认识以及生理心理要素。每个构成要素都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协同作用，构成了一个多维度、动态发展的翻译能力体系。 

3.2. PACTE 与翻译能力发展 

翻译能力的提升需要理论指导，PACTE 模型无疑是当前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之一。PACTE 团队长

期专注于翻译能力的研究，其实证研究方法在学术界备受认可。有关翻译能力习得建模与绩效评价的研

究，为翻译教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积极影响[2] 。 
PACTE 小组(2011) [14]认为翻译能力是翻译所需要的潜在知识和技能体系，是专业知识，主要是过

程性知识而非陈述性知识，与所有学习过程相类似，翻译能力习得也是一个从“入门知识”(novice 
knowledge)逐渐上升到“专业知识”(expert knowledge)、动态的、螺旋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子

能力相互作用并不断完善，但其发展并非同步。策略能力作为一种整合性的核心能力，贯穿翻译全程，

不仅规划翻译过程，还能激活其他子能力并弥补其不足[15]。 
初学者通常具备部分子能力，但这些能力未能形成有效联系。从初学阶段向专业阶段过渡，不仅需

要填补缺失的子能力，更要重组现有能力，使其在翻译实践中实现高效协作。基于 PACTE 模型，翻译能

力的提升不应局限于语言知识的积累，更应注重翻译过程中多种能力的协调与发展。 
翻译能力是多维综合的体现，其中双语能力无疑是翻译的基础。译者需在翻译过程中同时处理源语

言和目标语言的信息，这不仅要求扎实的语言功底，还需兼具文化能力以应对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敏锐

地识别并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用规则和表达习惯，有助于信息的准确传递。此外，策略能力是实现

高效翻译的重要保障。当直译无法满足语境要求时，译者需灵活运用改写、意译等翻译策略，确保译文

流畅、准确，同时还需掌握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以进一步提升效率和准确性。而文化与交流能力则贯

穿整个翻译过程，它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交流与信息传递的桥梁，需要译者深入理解语

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做到忠实原文又贴合目标文化习惯。最后，心理调节能力是维持高效工作状态的关

键。译者在高压环境下需要保持专注、减少失误，以确保翻译质量的稳定。这些能力相互作用，共同构

成了一个完整的翻译能力体系，帮助译者在复杂的翻译任务中从容应对。 
翻译能力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动态系统。唯有通过协调发展双语能力、策略能力、文化素养和心理

调节能力，译者才能在面对复杂翻译任务时游刃有余，实现职业水平的不断进步。 

4. 翻译能力的培养与实践反思 

翻译能力的培养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变得尤为重要，从现有的翻译教育实践来看，虽然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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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标的实现上已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仍然存在许多挑战与问题。理论模型的深入研究为翻译能力的

实际培养提供了指导，本文将结合 PACTE 模型，分析当前翻译能力培养中所面临的挑战，探讨有效的培

养策略，并从研究者的视角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实践进行反思，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4.1. 目前翻译能力培养中的挑战与问题 

目前，翻译能力培养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尽管现有的翻译教学模式注重语言

技能和翻译技巧的传授，但大多缺乏对翻译能力综合性和系统性发展的关注。因此，翻译教育需要更多

关注学生翻译能力的全面提升，而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积累。 
另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学生在语言能力、文化背景和认知水平上差异显著，而

目前“标准化”的教育模式难以满足个性化发展的需求。这种模式虽能提高学生的基础翻译能力，却对

其潜力的发掘和个性化发展推动作用有限。 
此外，现代翻译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翻译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翻译工具已成为提升翻译效率和质量

的重要手段，但传统课程仍偏重于传统训练，忽视了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和机器翻译技术的教学，

导致学生在实际工作中无法适应翻译行业日益变化的技术需求。 

4.2. 结合 PACTE 模型提出的翻译能力培养策略  

PACTE 模型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框架，强调翻译能力的多维度构成，涵盖了语言能力、文

化能力、翻译策略能力、工具使用能力等多个方面。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翻译能力提升策略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向进行优化。 
首先，PACTE 模型强调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是翻译能力的核心要素。笔者认为，翻译教育应通过多

种形式的双语训练和跨文化交流活动，帮助学生增强语言能力的同时，提升他们的文化意识。例如，教

师可以设计跨文化沟通的实践活动，促使学生了解目标语言国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这种双重能

力的培养不仅在教育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帮助学生在多文化和跨国背景下进行精准的翻译工作。 
其次，PACTE 模型强调翻译策略作为核心能力，体现译者应对复杂问题的思维方式。PACTE 模型

中将翻译策略视为翻译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笔者认为，翻译策略不仅仅是翻译技巧的应用，更是译者

应对翻译中复杂问题的思维方式。因此，翻译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翻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翻译技术的应用已成为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的重要途径。随着计算机辅助翻译(CAT)技术和机器翻

译(MT)的快速发展，翻译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融入技术工具的使用训练。在翻译教学中，应当通过

实践环节，让学生掌握常见的翻译工具，提升其技术运用能力。此外，翻译能力提升应结合行业需求，

强化翻译者对专业术语的掌握以及对行业背景的理解。 
最后，翻译能力塑造应更加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在多样化和跨学科的翻译项目中，能够帮助学生

积累经验，提升其在不同情境下的翻译能力。跨学科翻译项目可以帮助学生接触更广泛的领域，理解不

同领域内的专业术语和文化差异，从而增强他们的翻译应对能力。 

4.3. 翻译能力培养的实践反思与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翻译综合能力的构建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任务，还应跨越学科界限，结合行业需求、技

术发展和跨学科合作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技术的不断更新，译者核

心素质的培养路径应不断适应新的挑战，融入多元化的培养模式，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翻译需求。 
尽管当今社会对译者能力的培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果，但仍面临许多挑战。总的来说，翻

译的培养在未来应当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传统技能与现代技术的融合，以及多元文化视野的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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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翻译教育的未来应该不断探索新的培养模式，推动翻译能力的多维度发展，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

化需求。 

5.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能力的培养不仅是语言技能的训练，更是跨文化理解和思维方式的塑造。在探索翻

译教育的过程中，需不断审视现有教学模式与理论体系，结合实际需求与挑战，推动翻译教育的创新与

发展。通过整合资源、完善教学内容以及提升学习者的综合素养，翻译教育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化

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需求。未来，翻译教育的创新探索将为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提供强大动力，助力全

球文化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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