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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６

？ 翻译教学 ？

商务翻译的 内涵与外延
＃

苏 雯超 李德凤 何元建
（ 澳门大学 翻译传译认知研究 中心 澳门特区 ）

摘 要 目前 ， 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商务英语专业或商务翻译课程 ，
有关商务翻译的教材大量涌现 。 然

而 ， 大家对
“

商务翻译
”

这一概念似乎 尚无统一认识 ，
比如苘务翻译的定义是什么 ？ 其核心内容包括

哪些 ？ 商务 翻译有何特征 ？ 有鉴于此 ， 本文通过搜集 、 统计并分析亚马逊和 当当 网站上 ３ １ 本商务 翻

译教材 ，
尝试厘清商务翻译的 内涵与外延 ， 以期为商务翻译教材的编写及教学提供依据 。

关键词 商务翻译 内涵 外延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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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上 ， 我们进
一

步细化
“

商务翻译
”

的定义 ，

“
一带

一

路
”

成为中 国对外经济发展新战探讨其内涵与外延 ， 以冀为商务翻译教学提供

略 ， 极大推动了我国商务翻译教学与研究的进参考 。

一步发展 ，
市面上涌 现出一批商务翻译教材 。 １ 商务翻译研究

然而 ，

“

商务翻译
”

仍没有清晰统一 的定义 ，根据仲伟合等所做的统计
［ １

＿

２ ］

和教育部

造成各校课程之间教学内容差异较大 ， 为教师２０ １４ 年公布 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相关数

编写商务翻译课程大纲带来困难 。 尤其令人担据 ，
截至 ２０ １４ 年 ， 全国 已有 ２５２ 所院校获教

忧的是 ， 大部分教授商务翻译的教师没有接受育部批准开办商务英语本科专业 ，
１５２ 所院校

过翻译学的培训 ， 更别说熟悉商务翻译的 内容获批设置翻译本科专业
？

，

２０６ 所院校获准试
了 。 这就导致课程内容的选取往往取决于教师办翻译硕士专业课

？
。 商务翻译是上述专业的

个人对商务翻译的理解和偏好 。 可 以说 ， 不 同 热点话题 ，
与其相关的课程一直深受学生欢

高校的商务翻译课程基本不具可比性 ， 这就为 迎 。 那么什么是商务翻译呢？ 本文拟从三个途
商务翻译课程的评估 ， 以及学生商务翻译能力 径收集资料 ， 研究分析 目前人们如何定义商务
的测试带来极大的 困难。 为了 走出 当前困境 ，

翻译或商务英语翻译 。 采用的资料包括 中 国知
提高商务翻译的教学质量 ， 我们亟需澄清商务

网 、 香港高校有关商务翻译课程的描述及国内
翻译的定义和辦 。

＃
于此 ，

ｆ
文拟删酿

錄麵关翻
？

。 本文舰在巾醜网高级搜
以下两个关于商务翻译的核心问题 ： （

１
） 如

索中
“

摘要
”

位置输入
“

商务翻译
”

，
并勾选

何界定商务翻译？ （
２

） 商务翻译究竟包
巧
哪 “

核心期刊
”

， 获得以 ２０ １２ －２０１ ５ 为时间节点的
些内容 ？ 为此 ， 本文系统研究有关商务翻译的

３０ 篇文章 。 之所以把时间定为 ２０ １２ －

２０１ ５ 年 ，

５５５
献
“？ｆ ５ 主要考翻 已紋難结了２°°２

－

２（） １ １ 年的相

Ｊ
关酿＇ 册 ， 猶］从麵巾文大学 、 香港

理工大学及香觀就学官网上收餅分析其
Ｘ ； 在分析和 纳商务 翻译教材 目 录 的基础

开设贿細賴麟介 ； 最后 ， 我们通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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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期苏 雯 超 李德凤 何元 建 ：
商务翻译的 内 涵与 外延２７

马逊及当当网搜集 了国 内较具影响力的商务翻利益
”

相关的
“

商务文本
”

可谓包 罗万有 ，

译教材 ， 考察其对
“

商务翻译
”

的定义。千变万化 ，
没有任何教材或商务 翻译课程可 以

目 录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 通过 目录 中涉猎全部 内容 ，
所以这样的定义不具操作性 。

的篇章节标题 ， 读者可以快速了解其中的 内容一言蔽之 ，
目前人们对商务 翻译的定义 比

编排和整体框架。 同时 ， 目 录也反映出作者或较模糊
， 对其特征及核心 内 容的理解相距甚

编者对其中关键概念的理解 。 本文采取定性定远。 因此 ，
厘清其定义 ， 对于教材编写 、 课程

量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商务翻译的定义和范设置 、 统一测试标准等具有重要意义 。

畴 。 考察的具体方法是借助亚马逊和当 当官网事实上
，
英语里有两个与商务文本互译相

的检索栏 ， 把搜索范围锁定为
“

图书
”

， 在检关的 概念 ， 分别 是
“

ｃ ｏｍｍｅｒｃ ｉａｌｔｒａｎ ｓｌａｔｉｏｎ
”

索栏输人
“

商务 翻译
”

进行检索 ， 检索 的时 （商业翻译 ）
和

“

ｂｕ ｓ ｉｎｅ ｓｓｔｒａｎ ｓｌａｔｉｏｎ
”

（ 商务

间节点 为 ２００５
－２０ １ ５ 年 ， 搜索时间为 ２０ １ ５ 年翻译 ）

． 我们对商务 翻译的定义也可从这两个
９ 月 ９ 日 。 由于本研究对象在于英汉互译商务英语概念 的区别 中得到

一些启发。 根据 Ｏｌｏ
－

笔译教材 ， 所以在检索结果中 ， 我们剔除研究ｈａｎ
［ ７ ］

，


“

商业翻译
”

是
“

在企业功能和产 品

类 、 口译类和非英汉互译类 的教材 ， 共获得流程中产生 与使用 的产 品数据翻译
”

 （ ｔｈｅ

１ ０４ 本 。 为便于考察 ， 本文再从中挑选 出 国家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ｄａ ｔａ

ｇｅｎｅ ｒａ ｔｅｄａｎｄｕｓｅｄ ｉｎ

一级出版社出版的教材 。 需要说明 的是 ，
另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 ；Ｌｉｅ
［ ８ ］

两本教材把写作和翻译融合在
一起 ， 和本文关则认为 ，

“

商业翻译
”

指
“

任何直接或间接出

注的主题不太切合 ，
因此不在考察之列

；
另于商业 目的而进行的翻译工作

”

 （
ａｎ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 －

外 ， 若存在同
一

本教材的不同版本 ， 本文只考 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ｕｎｄｅｒｔａｋ ｅｎａｎｄ ｒｅｑｕ
ｉｒ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ｌ

ｙ
ｏｒｉｎｄｉ

－

察其最新版本 。ｒｅｃ ｔｌｙｆｏｒａｎｙｃ ｏｍｍ ｅｒ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 。 Ｏ ｌｏｈａｎ提出

２ 商务翻译的定义的
“

企业功能
”

（
ｂｕｓ ｉｎ ｅｓ 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
—般包括

目前 ， 我 国相关研究中只有很少人尝试对人资 、 行销 、 生产 、 财务 、 研发等功能 ， 因

商务翻译进行定义 ， 而仅有的定义似乎没能清此 ， 在这
一

系列过程中间所产生的文本翻译活

晰界定商务翻译的 概念 。 陈传显 、 张薇
［
４

］

认动都列 入
“

商业翻译
”

中 ， 她本人也提到 ，

为 ， 商务翻译指
“

商务领域的翻译活动 ， 目 的
“

商业翻译
”

还包括
“

科技翻译
”

与
“

法律翻

是为商务双方架起有效的沟通桥梁
”

。 此定义译
”

［
７

］

， 这与 Ｌ
ｉｅ

［ ８ ］

的看法基本
一

致。 我们认

突出商务翻译的沟通性 ， 并界定了商务翻译的为 ，

“

商业翻译
”

可指任何与商业有关的翻译

范围 ， 但没有陈述清楚商务领域究竟是指什活动 ， 范 围较广 ；
而

“

商务翻译
”

则是商业

么 。 石春让 、 白艳
［ ５ ］

则认为商务 翻译是
“

各翻译的子类 ， 范围较小 ， 主要指下文所说的商

类与商务英语有关的笔译和 口译
”

。 此定义同务翻译的核心 内容 ， 如商务信函 、 商务广告 、

样比较笼统 ，
没有明确地把商务翻译与其它类公司宣传文本等 ，

不包括科技翻译与法律翻译

型的翻译区别 开来 。 简单来讲 ， 国 内 文献对等 。 这样 ， 我们就把
“

商务翻译
”

与
“

商业
“

商务翻译
”

这个概念仍然停 留在 比较主观翻译
”

区别开来 ， 使
“

商务翻译
”

的 内涵 和

的 、 模糊的认识上 。外延更加明晰 。

我们考察一下香港高校对商务翻译的课程３ 商务翻译的 内涵与外延

介绍 。 经仔细分析香港三所主要大学商务翻译我们认为 ，
要 明确商务翻译的 内 涵和外

课程之后 ，
可 以发现 ， 其共同 的核 心话题是延 ， 可取的办法是找出商务翻译的核心话题与

“

各类商务 文本
”

及其
“

翻译策略
”

， 但对于拓展话题 。 经过仔细阅读与挑选 ， 我们锁定上

各类商务文本到底是指哪些文本也没有做出 清述所述的 ３ １ 本教材为研究对象 （ 本文附录
一

，

楚的说明 。 所 以对翻译教学也没有 太大的 帮因篇幅限制从略 ） 。 我们把这些教材的 目录提

助 。 国 内有关商务翻译的教材 ，
只有少部分提取出来 ， 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 。 这些教材 的编

出了商务 翻译 的定 义 ，
例 如

， 李 明
［
６

］

认为 ，
写体例一般为

“

篇 （ 编 ） 、 章 、 节
”

， 也有一
“

凡是直接或间接与经济利益 的获取或损失有部分教材 目 录把
“

篇
”

说成
“

部分 （ ｐａｒｔ
）

”

，

关联的任何文本都是商务文本 。 对商务文本所把
“

章 （
ｃｈａｐ ｔｅ ｒ

）

”

说成
“

模块 （
ｍｏｄｕ ｌｅ

）

”

、

进行的翻译就是商务翻译
”

。 可是 ， 与
“

经济
“

单元 （ ｕｎ ｉｔ
）

”

、

“

项 目 （ ｐｒｏｊ ｅｃ ｔ ）

”

、 甚至
“

实



２８中 国科技翻译２９ 卷

训
”

和
“

学 习情境
”

。 根据本文 的研究重点 ，

１ ４ 个核心话题 ， 包括
“

公司宣传文本
”

、

“

商

我们确定
“

篇
”

与
“

章
”

为主要分析对象 。 务信函
”

及
“

商务广告
”

等 ， 其 比例 和次数

总体而言 ， 这些教材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 （
１

） （ 括号内 ） 详见图
一

。

书名不统
一

； （
２

） 书 目 的编排方式存在明显图一 ： 商务翻译核心话题

差异 ； （
３

） 商务翻译所涉及的 内容庞杂广泛。另外我们还归纳出 ６ 个拓展话题 ，
比如 ，

首先 ， 在这些教材当 中 ， 有的题 目采用
“

旅游
”

、

“

保险
”

、

“

商务新 闻
”

等 ， 详见
“

商务翻译
”

， 有的使用
“

商务英语翻译
”

， 且表二 ：

以后者为书名的教材居多 。 我们认为
“

商务翻表 ２ 拓展话题表

译
”

或
“

英汉／汉英商务翻译
”

这两种说法更｜鱗

加妥当 。 而
“

商务英语翻译
”

存在歧义 ，
不＾

清楚是指英译汉还是汉译英 。 可是由于
“

商务拓展话题


＾


英语
”

是教育部认定的专业名称 ，
可谓是约定



涵 曰 常涵


俗成 ， 因此我们认为也是可以接受的 。


其次 ， 教材 的编排方式呈现不 同特点 ，

总的来说可分为四种类型 。 第一种教材以商需要指出的是 ， 由于每本教材 目录的编排

务翻译所涉及的领域 、 内 容 、 文本类型等为方式不尽一致 ， 部分教材的编排体例存在许多

主线编排 ， 如
“

商务名 片
”

、

“

商务广告
”

、 不尽合理的地方 ，
因此

， 我们在提取、 合并且
“

商务信函
”

等 （见表
一

） 。 第二种教材以 翻统计主题时 ，

一

方面注意其科学性 ， 另
一方面

译技巧或翻译策略为主题来编写 ， 如
“

增词也注意其灵活性 。 例如 ，

“

旅游
”

及
“

菜谱
”

法
”

、

“

省略法
”

、

“

反译法
”

； 第三种教材则出现的次数实际上都不低于 ３
， 但本文仍将其

两者兼而有之 ，

一

般 以讨论翻译技巧为主 、 归为拓展话题 ，
理 由是旅游及餐饮并非商务活

商业文本类型为辅．。 我们认为此编排方式 比动必备部分 ； 同样 ， 出 现了３ 次 的
“

保 险
”

较混乱 ， 因为篇与篇 、 章与章之间 的关系不确定为拓展话题。

一般而言 ， 商务活动 中 的

在 同一层面上 ；
第 四种教材为

“

佳译赏析
”

。

“

保险
”

发生在国际贸易当 中 ， 并非所有企业

我们
一般对文学作 品进行赏析 ， 很少涉及非都从事国际贸易 ， 因此不将其纳人核心话题。

文学作品的鉴赏 。 但是 ，
此类商务文本佳译此外 ， 有些内容不具备商务翻译的代表性 ， 如

赏析的教材确有其新颖独特之处 ，
可为商务

“

航运
”

、

“

烟草
”

等
，
只体现了编著者的个人

翻译教学提供有用的补充材料 。 由 于本文探兴趣和特长 ， 故不将其列为拓展话题 。 然而 ，

讨的主题是商务翻译概念的 内 涵与外延 ， 所同样只 出现 ３ 次的
“

电子商务
”

却归为核心

以我们主要关注第一种教材 。话题。 我们认为 ， 电子商务在近年发展迅猛 ，



表 １ 教材 目录编排方式未来必定是电子商务的天下 ； 学生走人职场以

类型数量 百分比后 ， 电子商务应该是他们接触到 的主要商业活

以商务 翻 译所涉及 的领域 、 内 容 、

？７ １

？动之
一

。 因此 ， 根据市场需求及对未来 的预
文本类１！等力主线编排
 测 ， 有必要把电子商务作为商务翻译的核心内

翻译技巧或翻译策略


４１ ３％容之一
〇

翻译技巧为主 、 商业文本类型为辅３ １０％
４总

。

结
佳译赏析－ １２Ｌ６％ＪＶ文对商务翻译的文献 、 尤其是商务翻译

第三 ， 教材 目录的篇章反映出商务翻译的的教材进行了详细的阅读和分析 ， 试图厘清与

范畴宽泛多 元。 我们详细 阅读 了 第 一种教商务翻译相关的核心概念 。 其中 确定的 １４ 个

材
？＊

， 分析其篇章标题 ， 根据本文研究 目 的从核心话题解释说 明 了
“

商务翻译
”

的意义 ，

中抽取关键词或短语 ， 如
“

商标
”

、

“

合同
”

、 此即是
“

商务 翻译
”

概念的 内 涵 。 归纳核心
“

商务信函
”

等 ， 并统计其出现的次数
？

。 经话题有助于区分
“

商务翻译
”

与其它文本类

过观察 ， 我们将 出 现次数在 ３ 次 （ 及 以 上 ） 型的翻译 ， 如
“

法律翻译
”

、

“

科技翻译
”

等 。

的主题列人商务翻译的核心话题 ；
出现 ３ 次以同时 ， 我们还确定 了 商务 翻译 的 ６ 个拓展话

下的主题则确定为拓展话题。 我们统计出来的（ 下转第 ２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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