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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翻译职业交流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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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第十一届中国翻译职业交流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受博雅翻译文化
沙龙委托，此次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MTI教育中心和北京文化贸易语
言服务基地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杜鹏在致辞中表达了对各位参会老师同学和业界朋友们的欢迎和感谢，并强调了
翻译在不同文化交往中以及文明传播中的特殊作用，预祝活动顺利举办。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在开幕式上介绍了我国翻译教育目前所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欢迎翻译职业教育界的朋友齐聚人大。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
学院荣誉院长柴明熲提出翻译永远走在人类经济文明发展的前方，在人工智能快
速发展的今天，译员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指出产学融合的重要性。博雅翻译
文化沙龙理事会主席王继辉认为DTI和语言服务学的建设都具有可行性，并简述了
理事会沙龙的三年规划，以及“一带一路”翻译人才培养等工作计划。

与会嘉宾和参会代表共同见证了《中国应用翻译论文专辑（第二辑）》的新书发
布仪式。中译出版社代表范伟受社长张高里委托，介绍了新书和“中国文化外译教
育联盟（5+2）” 项目，并与嘉宾分享了中译出版社的翻译出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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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的最后环节是年会交接仪式。会议宣布第十二届中国翻译职业交流大会将
由中央民族大学承办。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马士奎从年会主办方代表王
继辉的手中接过了象征会议举办权的博雅塔，并邀请来宾参加下一届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霞、中译出版社社长张高里以及来自全国各
地的翻译职业教育界的老师、学生、企业家等300余人与会。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
学院MTI教育中心主任朱源主持开幕式。

随后举办的对话活动上，与会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均为国内语言服务业各方面的领
军人物，围绕语言服务学学科建设、语言服务企业国际市场的开发与人才培养、
民族企业的世界之路、中国文化外译出版、产学研结合与跨校教育、MTI专业与
职场需求、翻译行业的机器与人，以及DTI教育的设想与准备八个话题进行对话交
流。

第一场对话由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王立非主持。主持人向各位嘉宾分别提问，就语
言服务学作为学科建设的可行性和前景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析梳理。之后，
就DTI的设置方向、生源构成以及它对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和展
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司显柱谈了语言服务学科上存在的若干问题；中国
政法大学教授张法连谈了涉外法律方面的人才缺口；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柴明熲
谈了该学科对当下人才需求和未来人才的前瞻性培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崔启亮谈了语言服务学的边界以及多年发展给这个学科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第二场对话由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月强主持。大家围绕着“一带一
路”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背景，探讨了学界与业界的产、学、研如何融汇成合
力，襄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有更好的表现。讨论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田力男
提出：专业教学要与时俱进，加强学界与业界在培养学生方面的深度融合。双泽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勇提出，应该更加注重与国际市场的对接，注重生产
和设计的标准化意识。创思立信集团董事长魏泽斌提出，应该实施双学位，让学
生通晓外语的同时，再掌握一门专业知识。创凌翻译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颖波
提出，要培养学生的商务意识，主动进行国际融合。这场交流注重产业与学界的
互通互融，主旨在于学以致用，将理论知识尽快化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场对话由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和平主持，围绕文化、企业文化、民族企业文
化的内涵探讨了民族企业如何成功迈向世界。刘和平认为文化是民族企业的魂。
天使投资人陆宏伟认为要体现“和”文化，求得共同发展。四达时代集团传媒事业部
常务副总孟力认为要将诚信、勤俭、敬业、节约等独特的中国民族文化输出国
外，做好管理团队、产品等本地化工作。山西省翻译协会秘书长吴红星认为民族
企业要发挥独特的地域特色，发掘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才能走得行稳致远。上
海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基地总经理毛隽认为民族企业走出去时最大障碍不仅是语言
不同，更是思维意识差异。刘和平总结表示，民族企业要成功走出去，文化问题
最重要，要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打造成高端精致的文化，向世界传播。如果谷
堆是中国文化，每个人做为一粒谷子要发挥好自己的作用，让中华民族企业文化
在世界发光、发彩。

第四组对话主要探讨中国文化外译出版问题，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源主持。朱
源首先概括了中国文化外译的范围以及如何界定国学。中译出版社社长张高里介
绍了中国文化著作对外传播面临的最大挑战，并指出其中首要问题是汉译外高端
人才的极度缺乏。五洲传播中心对外传播中心副主任李缅分享了不同时期我国影
视国际传播的发展历程和翻译的关系，以及今年所取得的成果，为中国文化走出
去提供了生动的实例。朱源和北二外美籍专家刘宇飞就中国文化在美国传播的情
况进行了交流。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李正栓简要介绍了中国典籍外译史，提出学者
要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力量，促进中国典籍翻译及民族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研究相
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塔简要介绍了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译介情况和自己
的译诗经验。最后，朱源认为中国文化外译是一项重大、严肃的事业，应该本着
兼收并蓄、各显其能的原则，鼓励国内外译者加入其中，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
中国文化外译实践的巨大挑战，牢牢把握底线。



在第五场对话里，北京师范大学MTI教育中心主任王广州作为主持人，与各高校
MTI负责人探讨产学研结合与跨校教育经验。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院长李春
姬介绍了该院“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理念，并且高度重视校企融合、产学融合。东
京学艺大学名誉教授松冈荣志介绍了日本的翻译教育情况，同时指出由于国情与
文化缘故，跨校教育与产学研结合在日本仍有许多需求和困难。北京大学教授王
继辉指出，在MTI教育中，应该重视汉译英人才的培养，以配合国家战略。为此
目的，跨校教育是十分必要的。王继辉所发起的“中国文化外译教育联盟5+2”正朝
这个方向发展。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马士奎提出，学生培养的质量要靠市场来检
验，跨校教育可以具体细化到多校合作的课程设置中。

在第六场对话里，北京大学MTI毕业生白艺茹作为主持人，与知识产权出版社翻
译事业部主任胡新华和已有职场经验的毕业生及在校生，从市场和学生两个角度
探讨了MTI专业与职场需求。胡新华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提出“外语+”的概念，指出
目前翻译方向需要复合型的人才，不仅要有基本语言能力，还要有对其他行业的
知识。中国人民大学MTI毕业生曾添添提出，对毕业生而言，除了本身高级翻译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外，还需要掌握一定的相关行业背景，并熟悉工作标准和流
程。北京师范大学MTI毕业生郝曲潇潇指出项目管理能力的重要性，除以上提到
的内容之外，还包括翻译技术的学习和沟通协调能力。北京师范大学MTI学生陈
高翔指出，毕业生需要凸显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比如在独特的技能或者自己感兴
趣的专业方面。北京大学MTI学生程芷薇提出，MTI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是语言能力
所赋予的全球视角，同时在校期间应该用心做事，踏实做人。



在第七场对话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建华作为本场的主持人与来自高校和业界
的嘉宾以“翻译行业的机器与人”为主题展开交流互动。在对话过程中，各位嘉宾均
对机器翻译的出现和突破性发展表示乐观态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周玉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政回顾了机器翻译的发展历史。周玉提出希望机器翻
译和专业译员在未来能对接起来，来为译员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随着硬件设备
的精进，机翻可以帮助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译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专业的鸿
沟。张政认为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地看待工具的意义，人类的每次进步都离不开工
具，要拥抱机器翻译。小牛翻译的CEO肖桐则认为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翻
译需求会激增，机器翻译的应用也会激增，在译员拥抱机器翻译的同时，机器翻
译也应当拥抱译员。中国技术传播联盟秘书长、北京大学教师高志军老师和北京
语言大学教师韩林涛从机器翻译与教学方面畅谈了他们的想法。高志军介绍了北
大作为大陆地区首个开设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学科的情况，该学科近年来的
发展现状，以及学生的良好就业前景。韩林涛则认为在课程开设方面，高校应当
用更加长远的目光分析市场的用人需求，更加科学地进行课程设置。

在第八场对话中，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院长任文主持了以“DTI教育的设想与
准备”为主题的对话。其中所有对话嘉宾都是既从事教学研究，又从事口笔译实践
工作的业内人士。任文表明，在18日举办的中国语言服务40人论坛中，就翻译博
士专业学位（DTI）的设置，专家们已经在DTI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培养语言服务
行业需要的人、培养方式和招收学生几个方面达成共识。因此，本次对话主要围
绕，“DTI导师的资格认定”以及“如何要求DTI学生”展开。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王铭
玉以天津外国语大学和中央编译局联合培养博士为例，为DTI的建设工作提供
了“学校与用人单位联合打造，国家需要的高端人才”这两条可行性思路。上海外国
语大学教授韩子满则结合自身丰富的翻译实践和多年教学经验提出DTI的毕业论文
只是一种形式，对学生而言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反思。DTI的导师应该是兼顾学术
和实践的双栖型人才，但由于当代的翻译工作都是团队式的工作模式，为适应市
场的需求，需要引入业界的管理型人才。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和平提出，从课程
设置而言，中国高等翻译教育可以借鉴国外翻译课程开设模式，开设定向课程，
实行团队导师制，着力培养适应于业界发展的学生综合能力。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徐珺表示，DTI的建设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赞同高校老师为主导师，行业
专家为副导师，多方合作的导师设置模式。

以上的分组对话由中国人民大学MTI教育中心副主任江小丽和牛云平总主持。

本届大会对于产、学、研融合形成发展合力，对于学界和业界联合助推中国文化
走出去，对于促进中国翻译职业教育快速健康发展，对于翻译职业交流大会的办
会形式，都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届大会的成功举办将助力我国翻译职业
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第十二届中国
翻译职业交流大会将于2020年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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