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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而上  紧抓语言服务业发展契机 

 

从经济贸易全球化，文化传播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工业科技化对语言

服务业的要求，以及语言服务业实际发挥的作用来看，语言服务业不断成为

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性行业，企业走出去的支柱性行业，现代服务外包发展的

基础性行业。 

2012年，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二外成立）

共同对外发布了《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 2012》。据悉，这是建国以来，

中国翻译行业首次发布的权威行业报告，《报告》显示，从 1980 年至 2011

年，我国语言服务企业总数从 16 家发展到了 37,197 家，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了 30.3%。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我国语言服务业专职从业人员达到 119

万人，其中翻译人员占 53.8%，约为 64万人。 

近年来，语言服务行业愈发规范，促进了行业的有序发展。2011年，中

国首部语言服务行业规范——《本地化业务基本术语》在北京发布，其系统

定义和总结了与本地化服务行业相关的关键术语，对于规范整个语言服务行

业的生产流程、服务标准，进而提升中国语言服务行业的竞争能力和国际形

象具有重要意义。同年，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和中国翻

译协会联合发布了两份有关人才教育与培养方面的行业规范：《全国翻译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兼职教师认证规范》和《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习

基地（企业）认证规范》，为规范和促进翻译领域产学交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2013年，在由中国翻译协会主办，上海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基地（设

在上外）承办的 2013 中国国际语言服务业大会1上还正式发布了中国译协第

                                                        
1中国国际语言服务业大会是中国语言服务业及相关行业唯一的大型国际行业交流活动，致力于打造中国语言服务业的发展研

讨平台、语言服务供需双方的交流合作平台和中外语言服务业的分享协作平台。2013年会议是继 2010年首届“中国国际语

言服务行业大会”以来中国翻译协会第二次举办的大型国际行业交流活动。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国内外行业组织、高等院校、

对外（文化）服务贸易企业、国内外语言服务咨询机构、语言服务供应商、语言技术产品供应商和相关教育培训机构的三百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为高等院校了解、把握中国国际语言服务行业最新发展动态及进一步深化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提供

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和经验、模式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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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行业规范——《中国语言服务行业规范——本地化服务报价规范》。 

随着语言服务行业的兴起，高校在积极融入、促进语言服务业发展中的

作用日趋突显，校企合作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至 2012 年底，全国已经有

159所大学开设了翻译专业硕士（MTI学位课程），57所高校开设了翻译专业

本科学位课程。不少大学翻译课程增加了语言服务行业实践的课程，例如，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本地化翻译”MTI 课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设

了“本地化翻译”课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翻译行业与翻译管理”

课程。 

就外语类院校而言，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外事办、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

合作将“北京奥运会多语言服务中心”转制为“北京多语言服务中心”，作为

首都外语院校学生实习基地和科研基地，接受并承担北京市政府划定的社会

服务和研究任务，是北京市语言服务政府采购指定单位。由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和虹口区人民政府共同出资组建上海文化贸易语

言服务基地，是国内首个提供全方位专业语言服务的平台，由职业服务中心、

语言服务中心、研究中心、信息交互中心、法律维权中心组成。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与传神（中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外语研

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战略合作协议。2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开

设了“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了中国翻译行业发

展战略研究院，推出了年度性《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等多项课题研

究成果。 

就中国翻译协会单位会员目录而言（数据截至 2013 年 8 月），天津地区

共有下列会员：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翻译室3、天津开发区华译翻

译有限公司4、天津木清华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天津市天外翻译有限公司、

天津市西戈玛翻译有限公司6。目前，天津译协设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拥有 13

所高等院校及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天津市国际交流中心、今晚报海外部、

天津外语电子音像出版社、中信银行国际部、《世界文化》杂志社等会员单位，

在翻译及其他语言服务行业中业绩突出的企事业单位会员有待进一步扩充。 

只要有跨国交流，就需要语言服务。语言服务行业并不只停留在翻译领

                                                        
2据悉，通过此次合作，双方将联合建立“粤海多语港”，通过语联网调用全球语言资源，打造华南地区方便、快捷、高效的

语言服务支撑平台，服务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向国际外贸领域，共同建立贸易母语支撑平台，实现国际贸易沟通“零

障碍”，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同时整合行业资源，汇集专家和前沿技术，共建包括翻译实践课程、翻译案例分析、翻

译工具（CAT、项目管理等系列软件）、行业语料、翻译专家资源等在内的高校翻译资源共享平台。 
3管委会直属的正处级事业单位 
4是滨海新区第一家专业化翻译公司。其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多个语种的口、笔译和同声传译，企业员工语言培训，商务谈判,

涉外导游等语言类服务。 
5是资深工程界人士组建的企业，致力于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商务咨询和技术咨询服务。旗下翻译事

业部开始为本公司业务提供外语语言服务支撑，因能保证翻译服务的专业性和高水平受到很多合作伙伴青睐。 
6成立于 1997年，天津地区规模较大的翻译公司，提供专业、高效的翻译服务，为各个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实施全球化和本地

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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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也并非懂外语就能当翻译。据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柴明熲

所言，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教学和培训以及与语言相关的咨询业务和本

地化服务，都是未来语言服务行业的“增长点”。随着语言服务业的兴起，除

了需要大量专业翻译以外，翻译管理、翻译营销以及翻译技术等复合型人才

目前也奇缺，这些人力资源都需要逐步开发、培训。对于作为在天津地区唯

一的语言类专业院校——天津外国语大学而言，当前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既

是机遇亦是挑战。 

对外，要积极“走出去”，充分发挥天津翻译协会在我校的优势，了解语

言服务行业的市场结构和变化，走出去积极参与或承担全国相关行业活动，

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和规范的制定与推广，主动服务行业自身建设，逐步深化

广大师生对语言服务业的了解。 

对内，以高翻学院为平台，与语言服务企业积极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产

学研结合模式，在语言研究、语言教学、语言信息处理技术、语言服务开发、

互联网信息和技术共享平台等领域开展合作，保证高水平的翻译效率和翻译

质量。以项目不断聚拢资源，逐步提升学校在天津语言服务行业中的知名度、

影响力。同时，有效整合校内多语种资源，探索建立一系列体制机制，继续

做好做强以政府部门为主的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以培养专业化、实践性和

应用型翻译人才为目标，进一步转变教育理念，完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力争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

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