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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本文探讨翻译等值理论应用于商务口译中的制约因素。翻译等值理论是翻译

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其对商务口译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因为该理论不仅

要求译员在商务口译过程中重视对源语信息的忠实，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

惯，同时还非常强调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应当基本

一致，把读者的客观反应作为衡量译文优劣的标准。但在商务口译过程中，译员

必须了解到该理论应用于商务口译时常遇到的制约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

该理论对商务口译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大量的商务口译实例，对语境、英汉文

化差异、英汉思维和句式差异这三个制约翻译等值理论在商务口译应用中的因素

进行分析，旨在帮助有志从事商务口译的人员更全面地了解翻译等值理论对商务

口译的指导作用及其在商务口译应用中的局限性。本文第三章探讨了语境、英汉

文化差异、英汉思维和句式差异这三个对翻译等值理论应用于商务口译中起制约

作用的因素，详细讨论了英汉文化差异在日常商务活动口译、商标口译和产品说

明书口译中的体现以及英汉思维和句式差异在句子结构、被动语态和定语从句中

的体现。 

 

关键词： 商务口译 翻译等值理论 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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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s various constrain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Theory to business interpretation.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Theory, as an 

important theory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business 

interpreter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theory not only requires business interpreters to be 

faithful to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make the translation conform to the expressive 

mode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but also emphasizes that reader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should basically have the same reaction as tha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readers. All in 

all, it uses objective reaction as a measure of translation quality. However, business 

interpreters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some main constraints which restrict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Theory. Only in this way can business 

interpreters bring into full play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By using various business 

interpretation ex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ree main constraints, 

namely, context, cultural differences, different thinking modes and sentence patterns 

which restrict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Theory in order to help 

resear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business interpretation understand the guidance and 

limitation of the theory. Chapter Three explores the three main constraints, namely, 

context, cultural differences, different thinking modes and sentence patterns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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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restrict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Theory. It discusse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business activities, trademark and description manual and different 

thinking modes and sentence patterns in sentence structures, passive voice and 

attributive clauses in detail. 

 

Keywords; business interpretation,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theory,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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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中国加入 WTO 以来，中国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和世

界各国的商务活动和接触也愈加频繁。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开始走出国

门，在世界各地区市场“攻城掠地”。作为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贸易

的日益频繁而新兴起的一种职业，商务口译近些年来在各种国际贸易活动中所扮

演的角色变得愈发重要，其任务是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交谈者之间发挥桥梁

作用，使交谈双方自由地进行思想交流。 

商务口译工作者越来越受到各国大企业的青睐，随之而来的是诸多学者对其

孜孜不倦的研究。翻译等值理论是翻译学研究中 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它能在很

大程度上帮助译员更全面地分析和比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探索改进译文的

途径和方法。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其对商务口译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该理

论获得广泛肯定的同时，却鲜有学者研究其在商务口译应用中的局限性。但在商

务口译实践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由于生搬硬套翻译等值理论从而导致交流双

方产生障碍的例子。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很多译员没有充分认识到制约该理论在

实践中应用的一些主要因素，例如，语境、英汉文化差异、英汉思维和句式差异，

从而使得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产生重大差异， 终

导致双方的交流产生严重障碍。 

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大量的商务口译实例，尽可能详尽并由表及

里地分析翻译等值理论在商务口译应用中所遇到的制约因素，同时对错译、

误译的原因及造成的后果，提出改进意见，以帮助有志从事商务口译的人员

更全面地了解翻译等值理论对商务口译的指导作用及其在商务口译应用中的

局限性。 

本文除了“引言”外分四章对翻译等值理论应用于商务口译中的制约因素

进行了简要探讨。第一章简要介绍了翻译等值理论的起源、发展并重点突出了

奈达对该理论的概括及其与商务口译的联系。第二章简述了口译的分类及商务

口译的特点。第三章则结合实例具体分析了翻译等值理论在商务口译应用中的

制约因素。第四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强调了全面了解翻译等值理论对商务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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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作用的重要性，并鼓舞有志加入商务口译队伍的同行们努力提升自己的职

业素养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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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翻译等值理论 

1.1 翻译等值理论概述 

多年来，我们所受的教育使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完全等同的概念，例如数

学中的“1+1=2”。但如果我们仔细剖析并细心比较世界万物，便会发现事物之

间尽管非常相似，但却始终是不同的。翻译等值理论是翻译学研究中 有影响的

理论之一，其不仅被视为决定翻译战略以及评定翻译质量的重要理论依据，同时

也是各语言学派关注的主要思想。可以说，“等值，是翻译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因为它关涉翻译的实质、翻译单位、翻译质量和评价等关键问题”（陈东 等，2007：

271）。很多学者在阐述自己的译论主张时，往往都离不开对翻译等值问题的探讨。

“‘等值’这个概念，几乎是所有现代翻译理论著述中的中心术语”（魏少敏，2009：

96）。 

1.2 该理论的起源、发展及奈达的概括 

作为现代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翻译等值理论早在 18 世纪就已出现。

“在 18 世纪末，乔治·坎贝尔提出将词义与用词目的二者相联，因此被称为等值

理论的开拓者”（关琳，2008：92）。“苏联文学家斯米尔诺夫于 1934 年更进一步提

出了‘等同翻译’，他认为，翻译指的是传达原文作者的所有意图，因而要尽可

能地保留原文作者的全部修辞手段，包括形象性、色彩、节奏等”（赵丽君，2002：

52）。现代第一个明确提出翻译等值理论的是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1953

年，他在《翻译理论概要》中提出了“翻译等值”理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

把另外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隔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

完全地表达出来”（张今，1987：6）。对于上述话，我们可以理解为译者在翻译实

践中，经常需要运用到与原文在形式上非等同的一些语言手段，但总体上来说这

些手段却能起到保留原文意义、艺术功能的作用。 

由于等值概念本身的双重性，即其在数学中表示绝对对称和平等而在语言学

中表示基本相同，使得学者们对其本质一直争论不休。例如：Baker 在其《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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