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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Ｉ翻译及本地化项目管理课程设计 ①

周文革，伍群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与深入，社会对翻译人才，尤其是对深刻了解本地化管理的翻译人才需求量
日益增多，但国内高校在这一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上尚属空白。ＭＴＩ翻译和本地化项目管理是为了培养本地化管理人才
而设置的专业方向。该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旨在培养一批熟练掌握语言技能，并具有适当的计算机技能以及擅长业务

管理的本地化项目经理。其课程内容涵盖翻译、本地化项目管理和本地化相关技术软件等诸多方面。本研究提出 ＭＴＩ
翻译及本地化项目管理专业方向课程设计思路和方案，旨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地化管理项目人才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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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是“对产品或服务进行修改以适应不同市场中出现的差异的过程”［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由资源寻求型向市场寻求型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本地化行业的发展”［２］。近年

来，本地化成为研究的重点，如王传英着眼于本地化行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提出应对现有ＭＴＩ课程体系
进行改革和创新［２］；王传英和崔启亮提出本地化翻译培训应重点提升学生的翻译技能、计算机技能和管理

能力［３］；冷冰冰阐述了为什么要开设本地化课程、如何开设本地化课程以及如何解决本地化课程的师资问

题［４］；崔启亮对当前高校ＭＴＩ本地化教学进行了探索［５］；冯曼和高军主要关注产学结合的ＭＴＩ本地化翻
译人才培养模式［６］。不过，鲜见ＭＴＩ翻译及本地化管理项目课程设计等方面的研究。

本地化公司项目经理是本地化行业中的一个核心岗位，但目前胜任者寥若晨星。为加强复合型人

才的培养，实现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的培养目标，本研究按照最优

化原则、系统综合性原则以及针对性原则，在参照国外院校相关课程设置的基础上，提出涵盖培养目标

和课程设置的本地化项目管理专业方向课程设计方案。

１　国内外本地化项目管理教学现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经历了重要调整，海外投资的目的由早期获

取自然资源过渡到占领当地市场，将国际化规模生产与本地化服务结合起来，通过降低成本、增加产品

差异性提高市场竞争力。”［７］该转变极大地推动了本地化行业的发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接收外资

最多的国家，近１０年来平均每年有５００亿美元投资以直接投资等形式进入我国。一些业内专家测算，
目前我国每年本地化服务的市场有效需求为３００亿人民币；未来５年，本地化行业将为我国高校外语专
业毕业生提供最多的就业机会。”［３］

然而，我国翻译人才的现状却无法满足这样的市场需求。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培养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职业翻译人才，２００７年部分高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并依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指导性培养方案》（口、笔译方向）开设ＭＴＩ课程。但该ＭＴＩ课程设置内容单一，侧重于语言转换能力的
培养，缺少一个完整的综合职业能力训练体系，很难满足实用型翻译人才的翻译需求，因为“本地化企

业在招聘员工时不仅注重考查应聘者的双语理解和语言表达，还侧重考查是否熟练掌握各种计算机辅

助翻译软件”，以及是否“熟悉本地化流程和具有良好沟通协调能力”［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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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国外的本地化项目管理课程设置已日趋完善。例如，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本地化项

目管理课程着重实践性和实用型：１）重视实践性课程。该专业方向的必修课中开设了约２／３的实践性课
程。其实践性不仅体现在翻译实践，也体现在译者职业能力与技能的训练；２）重视现代技术在翻译中的应
用。该校开设了不少与机器辅助翻译和软件应用相关的课程；３）重视译者的沟通协调能力。国外的本地
化管理项目课程设置强调翻译的广泛性、计算机在翻译工作中的重要性、翻译团队的合作性。

西班牙本地化著名学者皮姆（ＡｎｔｈｏｎｙＰｙｍ）曾说：“本地化带来多语繁荣的同时，也催生了译者的
危机，这种危机是‘仅仅只会做翻译（不会做技术）的危机’。”［８］皮姆还指出：“在本地化行业中，一名毕

业生通常要进入技术含量较高的位置成为项目经理，才能真正在本地化行业中稳定下来；如果他们只会

做简单的语言替换，他们就只能做这个行业的‘走卒’。”［９］因此，亟待借鉴国外本地化项目管理课程设

置经验，改善国内的翻译教学现状，培养掌握本地化技术的翻译人才。

２　培养目标
本地化行业具有覆盖面广、市场需求密集、服务附加值高的特点。“高素质的翻译人才是打造本地

化行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我国高校传统的学术型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本地化行业发展的需

要，而实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翻译能力培养模式之上。”［１０］

为提高ＭＴＩ学生的职业翻译素养和综合实践能力，ＭＴＩ的课程设置需要满足本地化行业发展对翻
译人才的需求，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是对现有 ＭＴＩ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和创新，将本地化管理课
程纳入ＭＴＩ课程体系［４］。ＭＴＩ翻译及本地化项目管理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熟练掌握语言技能，
同时具有适当的计算机技能，擅长业务管理的本地化项目经理。

本方向培养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学生应具有如下能力：１）翻译能力。主要指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翻译
活动时的必备知识，包括两种语言的文化知识和百科知识；２）技术能力。主要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熟练
使用各种翻译技术与工具；３）管理能力。主要指协调团队内部的相互转换与运作以提高工作的效率。

３　课程设置
根据ＭＴＩ翻译及本地化项目管理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该课程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必

修课为３８学分，选修课为８学分。修业年限为２年，即４个学期。学生必须完成４６学分方可申请翻译
硕士学位。ＭＴＩ翻译及本地化项目管理专业方向的课程分为三大模块，即：翻译课程（１０学分）＋商务
管理课程（１０学分）＋本地化课程（１８学分）。
３．１　必修课
３．１．１　翻译课程

翻译是本地化业务的核心内容，因此本地化公司的项目经理必须掌握系统的翻译专业知识，熟悉翻

译流程和特征。必修的翻译课程１０学分，分４个学期修完，学习内容与课时分配如表１。
表１　必修的翻译课程学习内容与课时分配

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简介 学分 学时

一
初级英译汉笔译和视译（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
Ｅ－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Ｗｒｉｔｔｅｎ／Ｓｉｇｈｔ）

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一般的英译汉能力，能完成一般的

翻译工作。
２ ３２

二
中级英译汉笔译和视译（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ｔｏ
Ｅ－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Ｗｒｉｔｔｅｎ／Ｓｉｇｈｔ）

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良好的英译汉能力，能胜任一定范

围、一定难度的翻译工作。
２ ３２

三

翻译研究概述（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了解翻译研究的基本发展过程；掌握翻译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领

域与内容、主要学派的贡献。
２ ３２

高级英译汉笔译和视译Ⅰ（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
－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Ｗｒｉｔｔｅｎ／Ｓｉｇｈｔ）

掌握较为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较高的英译汉能力，能胜任范

围较广、难度较大的翻译工作，能解决翻译工作中的疑难问题。
２ ３２

四
高级英译汉笔译和视译Ⅱ（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
－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ⅡＷｒｉｔｔｅｎ／Ｓｉｇｈｔ）

掌握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领先的英译汉能力，能解决翻译工

作中的重大疑难问题。
２ ３２

总计 １０ １６０

３．１．２　商务管理课程
随着本地化的大规模生产和低成本控制，如何达到客户满意度和获取最高利润成为本地化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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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课题。本地化项目经理必须通晓项目管理知识，因其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最佳秩序和

经济效益。必修的商务管理课程为１０学分，分４个学期修完，学习内容与课时分配如表２。
表２　必修的商务管理课程学习内容与课时分配

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简介 学分 学时

一 会计学（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了解会计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接受会计方法与技巧的基本

训练；具有分析与解决会计问题的基本能力。
３ ４８

二
营销管理（非工商管理学硕士）（Ｍａｒ
ｋｅｔ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ｎｏｎ－ＭＢＡ）

学会合理配置人员、开拓企业市场及提升市场营销策略的执

行力。
３ ４８

三

四
各培养单位可根据本校师资特色开设相关商务管理课程，如人力资源管理和采购管理等课程

２ ３２

２ ３２

总计 １０ １６０

３．１．３　本地化课程
随着ＩＴ技术的推广，本地化化技术已从不同角度延伸到今天的翻译产业中。本地化的总体特征是

“一系列工程活动，包括本地化项目软件、软件界面和文档翻译、手册的桌面印刷排版、本地化软件编

译、测试和质量保证方面”［１１］。其技术性体现在整个项目流程中，掌握本地化技术成为译员进入本地化

产业的直通车。本课程从全面介绍计算机辅助翻译为起点，学习本地化项目管理知识，了解本地化项目

管理的具体工作，进一步掌握主流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术语管理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和网站开发基本

语言。本地化课程主要使学生了解国内外主流的本地化翻译软件工作原理、功能特点以及在本地化翻

译项目中的具体应用，熟练使用本地化常用翻译工具，掌握本地化翻译技巧。必修的本地化课程为１８
学分，分４个学期修完。学习内容与课时分配如表３。

表３　必修的本地化课程学习内容与课时分配

学期 课程名称 课程简介 学分 学时数
学分

小计

学时

数小计

一

初级计算机辅助翻译（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ＡＴ）

了解计算机辅助翻译的概念、重要性和行业现状 ２ ３２

本地化项目管理导论（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掌握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本地化项目经理的工作

方法与职责，包括项目分析与计划、质量控制与进度跟

踪（学生分成小组，模拟创立公司并进行项目管理实践）

２ ３２

４ ６４

二
高级计算机辅助翻译（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ＣＡＴ）

进一步掌握计算机辅助翻译，如翻译记忆、机器翻译等。 ２ ３２ ２ ３２

三

本地化案例实践（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
ｓｅｓ）

以案例学习为主，分析行业的最佳实践和对问题或危机

的应对方法（邀请国际公司或本地化公司的高级项目经

理开设讲座）

２ ３２

软件本地化（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Ｌｏ
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学习主流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 Ａｌｃｈｅｍｙ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ＤＬ
Ｐａｓｓｏｌｏ和 Ｔｒａｄｏｓ，ｍｅｍｏＱ；了解基本网页语言 Ｈｔｍｌ，
ＸＭＬ，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ＰＨＰ；了解软件本地化流程和视音频处
理技术

２ ３２

术 语 管 理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学习使用 ＭｕｌｔｉＴｅｒｍ（传统术语管理软件）和 ＴｅｒｍＷｉｋｉ
（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ｄ）（术语管理是本地化行业的一个重要环
节，完善的术语库能大大提高项目实施的质量和效率）

２ ３２

６ ９６

四

翻译管理系统（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学习ＳＤＬＷｏｒｌｄＳｅｒｖ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Ｓｉｇｈｔ（集翻译各流程、项目
计划和追踪、商务信息管理、术语库和翻译记忆管理为

一体的大型服务器，适用于大规模的翻译项目）

２ ３２

网站本地化（ＷｅｂｓｉｔｅＬｏ
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了解网站开发基本语言（ｈｔｍｌ，ｘｍｌ，ｃｓｓ等）、网站组成、
网站本地化的常见问题

本地化项目案例集（Ｌｏｃ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学生在最后的实践课程需完成两个小组项目和一个个

人项目（可以是网站、软件、书籍等任何实体的本地化）
２ ３２

６ ９６

总计 １８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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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选修课
为进一步了解本地化，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修本地化课程体系的其它课程。各培养单位可根

据本校师资特色调整或增设相关选修课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兴趣爱好，选修４门课程，
每学期不超过２门，每门选修课程计２学分，共８学分。选修课的学习内容与课时分配如表４。

表４　选修课的学习内容与课时分配

课程名称 课程简介 学分 学时

计算机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了解计算机的发展历史和大致原理。 ２ ３２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掌握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知识、程序设计的方法与

技巧。
２ ３２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培养吸收、处理、创造信息和组织、利用、规划资源

的能力与素质。
２ ３２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掌握多媒体技术及应用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

本方法；了解多媒体信息表示和处理的基本原理；

掌握常用多媒体素材的制作方法与处理技术。

２ ３２

网络技术及应用

（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能更好地利用网络技术为本地化工作服务；具备较

强的利用网络获取信息的能力。
２ ３２

技术写作基础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ｒｉｔｉｎｇ）

了解技术写作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利

用专业知识和软件相结合组织结构化信息的思维

方式和初步能力。

２ ３２

游戏及移动应用Ａｐｐ翻译
（Ｇａｍｅｓ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了解游戏及移动应用 Ａｐｐ翻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

２ ３２

本地化行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该行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现代项目管理技

术，重视语言、技术和管理的有机结合，有效地提高了语言服务行业的流程化和自动化水平。作为本地

化行业中的一个核心岗位，本地化项目经理只有了解翻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才能更好地进行

项目管理以及更有效地与团队成员（译员、本地化工程师、文档工程师、财务部门、市场部门等）进行沟

通。为此，应把本地化项目管理课程纳入ＭＴＩ课程体系，培养本地化项目管理人才，推动国民经济又好
又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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