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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中国翻译协会是包括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教学与培训、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

相关咨询业务在内的语言服务行业的全国性组织。制定语言服务标准，推动行业有序健康

发展，是中国翻译协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为顺应国家支持大力发展团体标准的有利形势，

中国翻译协会发起制定本标准。

《翻译培训服务要求》是中国翻译协会组织起草的第四个在我国语言服务领域实施的

标准，中国翻译协会组织了我国翻译培训服务企事业单位代表、翻译机构代表、高校翻译

专业代表、国家翻译资格（水平）考评中心代表，以及标准化研究机构代表共同负责起草

本标准，并计划于 2019年内予以发布，并同时开始推广应用。

二、目的和意义

随着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进入第四个阶段，以及国家“一带一路”、

经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语言服务需求增长迅猛，以翻译考试为例：2019
年参加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的人数将达到 30万。为了更好的配合国家语言战略的实

施，迎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建国七十周年，同时也为了为贯彻和落实中国翻译协会第七

届理事会（2015—2019）工作规划及协会关于推进实施“翻译行业规划及标准化体系建设”

的要求，中国翻译协会基于《口笔译人员基本能力要求》团体标准中的相关条款，广泛吸

纳行业内外专家、相关企事业单位的意见，推出《翻译培训服务要求》这一团体标准，建

设、完善并推广中国翻译协会自有的团体语言服务标准体系。

《翻译培训服务要求》的推出将有助于建立、完善和推广我国语言服务行业标准体系

的目的，包括：完善《T/TAC 2—2017口笔译人员基本能力要求》中相关译员能力培养的

实施标准和要求，以便于相关各项团体标准的推广与实施；厘清语言服务行业人才培养工

作中专业学历教育、校外培训、考试认证和社会实习实训间的关系；规范语言服务行业培

训机构行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客户在选择翻译培训服务提供方时，可结合本标准的规定和 T/TAC 2—2017规定的口

笔译人员基本能力要求以及实际翻译人才培养的需求综合考量。

三、标准起草制定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

规则起草。并符合中国翻译协会提出的“由易到难、急用先行、适度领先”的团体标准建

设原则。

四、本标准起草制定过程

中国翻译协会于 2019年初批准本标准起草方案，委托北京甲申同文翻译有限公司、中

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北京悦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



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机构的专家共同起草。

本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国家标准的制定程序开展起草工作。标准起草工作组的全体成

员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认真讨论研究了所有条款内容，对术语和条款反复推敲，形成目前

的征求意见稿。

五、本标准主要内容及条文说明

本标准明确并界定翻译培训面向的主体为翻译学习者，涵盖面授和线上多种授课方式，

内容涉及口笔译，以及根据需求包括翻译技术、翻译项目管理和技术写作等相关领域。考

虑到语言培训的共性，本标准起草时参考了《非正式教育及培训服务 语言培训服务提供者

基本要求》中的有关内容，并引用了《GF0018—2018 中国英语等级量表》中的口笔译能

力总表内容，作为对翻译培训课程分级的依据之一。以下是本标准主要内容：

3 术语和定义

明确定义了适用于本文件的术语。

4 资源

从师资、培训环境和技术资源等角度规定了翻译培训服务的资源性要求。

5 培训前的过程和活动

翻译培训服务提供方应具备相应过程，用以了解需求和评估翻译学习者的能力、设计

培训计划、报价和与客户签署协议，包括：翻译学习者的入学前评估，培训方案设计，以

及翻译培训服务的信息内容和发布要求。

6 培训中的过程和活动

翻译培训服务提供方应具备相应过程，根据执行所制定的培训计划，履行与客户签署

的协议，包括：翻译培训课程的分级，翻译培训课程配套实训要求，以及对翻译培训服务

的评价、反馈与决策。

7 培训后的过程与活动

翻译培训服务提供方应具备相应过程，在培训结束后提供相应的服务，包括：学习者

的评估报告和证书颁发，学习者档案的完善及培训后回访，以及票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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