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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特色术语的外宣不断得到重视，很多专家学者也在积极探索语料库对翻译的促进作用，我国建

设了众多术语库，例如“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术语库”，旨在为普通译者设置统一的翻译标准，

解决特色术语翻译杂乱无章的问题。本文利用“名从源主”和译文统一原则从典型语例入手，探究“中

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术语库”对术语翻译的应用价值，通过对比发现该术语库存在所给译文与权威

译文不一致，译文信息不完整的问题，本文提出四种改善措施：1) 增添权威部门的术语英语翻译；2) 增
添国家重要机构的英译版本；3) 设置咨询机构；4) 设置留言板块，收集实践译者对新增术语的翻译建

议，期望实现术语库对术语翻译更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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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ublicity of termin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tinues to gain attention, many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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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s and scholars are also actively exploring the role of the corpus in promoting translation. Chi-
na has built many terminology databases, such as the “standard terminology database for foreign 
translation of discours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dinary translators set a unified transla-
tion standar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haotic translation of characteristic terminology. This article 
uses the principle of “names from the source and the main source”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ransla-
tions to start with typical language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standard term 
base for foreig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ourse” in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Through com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erm database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authoritative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information is incomplete. This article proposes four 
improvement measures: 1) adding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erms by authoritative departments; 2) 
adding English translation of important national institutions version; 3) setting up a consulting 
agency; 4) setting up a message board to collect practical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suggestions for 
newly added terms, hoping to achieve a greater promotion of term translation by the term data-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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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Holmes 提出了翻译学的研究框架之后，很多的专家学者致力于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来开展翻译研

究，不断地推陈出新，采纳其他学科的发展长处，例如语料库。语料库的发展促进了语料库翻译学的发

展，语料库翻译学是指以语料库为基础，以真实的双语语料或翻译语料为研究对象，以数据统计和理论

分析为研究方法，依据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及翻译学理论，分析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的

翻译学分支学科[1]。学界一般把 Mona Baker (1993)的论文“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启示与应用”作

为语料库翻译研究方式诞生的标志[2]。随着语料库的不断发展，国外术语库的建设，国内相关机构组织

积极致力于国内术语库的建设，例如“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术语库”。 
特色术语是我国在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且内容多，含义丰富。建设具备权威性及

时效性特点的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术语库对于术语翻译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我国近年来建设了

多个语料库，例如“中国关键词”，“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术语库”，“中国思想文化术语”等，

为普通译者对中国特色术语进行英译时提供统一的译文。很多教师也将此语料库作为中国特色术语翻译

的标准，很多学者积极探讨了术语库的建设标准以及其对术语翻译实践方法论形成的积极作用[3] [4]。比

如，本文在术语库中输入“南海行为准则”以及“双轨并进”时，得到的翻译版本分别为“a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和“dual-track approach”，最近的新华社与外交部新闻发布会都使用了该译文，

符合译文一致的原则。但是本文发现该术语库中的部分术语英译与国家制定的统一译文不一致，甚至有

多个版本出现，这对中国特色术语的外宣起到了反作用，与机器翻译所存在的缺陷无异。若术语库得不

到提高，译员对其盲目采纳，中国特色术语外宣的译文统一原则也就无从谈起，术语英译杂乱无章的现

象更是得不到改善，对中国特色话语的外宣也起不到好的效果。本文基于此，运用实例分析该术语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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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提高国家特色术语的严谨性，实现中国特色词汇的更有效传播。 

2. 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术语库的应用缺陷 

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是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主持建设的首个国家级多语种

权威、专业术语库，2017 年 12 月 1 日上线，此语料库主要收集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和外交

等领域约 50,000 条专业术语，提供十余种语言的术语对应查询服务。本文将依据“名从源主”的原则，

将对中国特色话语术语库和原文件的翻译结果进行对比，通过实例验证的方法对其对术语翻译的应用缺

陷进行探讨。通过对比发现，目前术语库中存在的术语翻译应用缺陷有以下几类： 

2.1. 译文不统一 

近年来，很多学者提出并巩固了国家特色词汇的汉英译文统一问题[5]。维也纳学派也提出了单概念

原则(single concept principle)，即术语库中某一概念只对应一个术语条目，某一术语条目只对应一个概念

[6]。而该术语库中对一些特色词汇的翻译提供了多个译文版本，实例如下： 
1) 精神文明 
1979 年 9 月 25 日至 28 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叶剑英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

张，多位领导人都在积极宣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党的十九大对精神文明的建设成果进行了综述

并对其之后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因为提出的时间点不同，翻译版本也众多，本文讲“精神文明”这一词

条输入《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中进行检索，得出六种翻译版本，见表 1。 
 

Table 1. Five editions of “精神文明” (Jing Shen Wen Ming) 
表 1. 五种精神文明翻译版本 

原文 精神文明 来源 

译文 1 Spiritual civilization 十六大报告 

译文 2 Advanced culture and ideology 《中国关键词：改革开放篇》 

译文 3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 

译文 4 
Cultural progress;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progress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译文 5 Cultural and ethical civilization 《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在该术语库中得出了不同的翻译版本，各版本略有不同且出自不同的翻译原文。最近的十九大报告

中使用的译文是：cultural-ethical standards，在术语库中并无此译文。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本提供了大量

的译文标准，其有所更新时，相应译文标准也应更新。当多个国家最权威部门或国家最权威媒体发布或

使用的国家特色词英语译文有多个版本时，以时间上最新发布和使用的版本为统一译文[7]。因此，十九

大之后应采用 cultural-ethical standards 这一译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一直是重中之重，“精神文明”

这个术语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采取统一的译文对其更好的被传播理解有重要作用。 
2)“两廊一圈” 
2004 年 5 月 20 日越南总理来华访问时提出了中越合作建设“两廊一圈”的建议，双方积极达成共

识，并积极构建此建设，积极推动越南和我国北部湾地区的发展。将“两廊一圈”输入中国特色话语术

语库中，得出结果如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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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ree editions of “两廊一圈” (Liang Lang Yi Quan) 
表 2. 三种“两廊一圈”翻译版本 

原文 两廊一圈 译文来源 

译文 1 The “Two Economic Corridors and One Economic 
Circle around the Beibu Gulf” 

《携手开创中越关系的美好明天——习近平在越

南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译文 2 “Two Corridors; One Economic Belt” 《习近平主席在越南媒体上签署的文章》(新华网，
2017.11.09) 

译文 3 the “Two Economic Corridors and One Economic 
Circle around the Beibu Gulf” 

《携手开创中越关系的美好明天——习近平在越

南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从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出，关于“两廊一圈”的译文术语库提供了两种译文方案。本文从国务院英语

版，新华社，中国日报搜集到的译文更多的是 the“Two Corridors and One Economic Circle”。2021 年 9
月 13 日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使用的译文为 The“Two Corridors and One Economic Circle”。当多个国

家最权威部门或国家最权威媒体发布或使用的国家特色词英语译文有多个版本时，以时间上最新发布和

使用的版本为统一译文[7]。由此可见，The“Two Corridors and One Economic Circle”应该作为“两廊一

圈”的统一译文，与术语库中所提供的信息不一致。 

2.2. 译文信息不完善 

国家近年来对各个机构组织进行了调整，其有效正确翻译才能实现信息的正确有效传递。本文发现

在中国特色话语术语库中并无收录部门国家所设机构的名称。收录的国家机构有审计署(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中国外交部(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等，并没有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监察委员

会等部门的英译文，本文查找其官方英文网站，得出的结果如下，见表 3。 
 

Table 3. Translations of two government bodies 
表 3. 两个国家机构名称翻译 

原文 译文 
国家移民管理局 National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国家监察委员会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国家部门的统一正确译文有助于更好的对外传播我国政治改革的经验，加强我国政治宣传，减少误

解，因此本文建议该术语库收录国家政府部门的英译文。 
“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术语库”是我国外文局以及中国翻译研究院所主持修建的术语库，旨

在为国家话语的外宣发挥重要作用。综上实例，本文得出的结果分为以下两类： 
1) 译文不统一。“精神文明”与“两廊一圈”的翻译有多种版本，且与权威术语不一致。并且“精

神文明”的译文于十九大报告上做出了修改，术语库中并没有及时做出调整。此译文对普通译者的翻译

会带来干扰，不利于我国话语体系外宣的构建。 
2) 译文信息不完善。“国家移民管理局”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翻译并未在术语库中查询出结果，

证明术语库中要收纳的信息还不够完善。 

3. 针对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术语库应用缺陷的优化对策 

针对所探究出的相关问题，译文不统一和信息不完善，本文提出了供参考的相关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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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重要术语的翻译上，应该紧跟实事提供最新的相关翻译信息，与权威译文一致。并且为保证普

通译者选取正确译文，要在现存的信息上增添时间信息。时间信息的完善还有助于相关研究学者对相关

翻译的历时研究。例如，“精神文明”在术语库中的译文有五种，并不符合译文统一标准，术语库应该

增添十九大报告中的译文 cultural-ethical standards，并且做好统一译文的标识，使普通译者无需自行选择。

“两廊一圈”的译文也应增添最新最权威的机构部门的译文，并以此为标准，用 The“Two Corridors and 
One Economic Circle”。 

2) 信息不断完善改进。国家机构部门的英译也是我国特色话语外宣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特色社会主

义相关优势的有力证明，应在术语库中增添相关信息。比如上文所提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家移民管

理局等。 
3) 该术语库的建设部门应该设置相应的咨询机构，普通译员可以向该机构提供有关国家特色话语外

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更好的改善该术语库的建设。 
4) 在术语库的网页上可以设置留言板块，使译员用户可以为新增术语提供译文，再有专家进行审核，

通过的译文可以增添在术语库中成为该新增术语的统一标准译文。该方案已在欧盟法律翻译术语库中得

以应用[6]。 

4. 结论 

本文通过实例验证对比的方法对“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术语库”的参考价值作用进行了探究，

发现该术语库在术语翻译方面还有一定的应用缺陷，总体来说该术语库存在的问题有：1) 译文不一致；

2) 译文信息不完善。针对其缺陷，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第一，该术语库应增添权威机构最新的

标准译文，多个版本存在时应标明统一译文，以及时间，便于译者选取最恰当的译文；第二，应增添国

家重要机构的英译版本；第三，设置咨询机构，收集译者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建设更有效、参考价

值更大的术语库；第四，在术语库中设置留言板块，收集实践译者对新增术语的翻译建议，供术语专家

审核，实现术语的更有效翻译。我国术语库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应广泛汲取国内外其他权威语料库的

建设经验，不断的改进使用缺陷，更好的实现术语库对国家特色词英译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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