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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

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翻译质量是保障我国国际传播能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

的翻译事业已由“翻译世界”向“翻译中国”转变。作为国际传播国

家队，中国外文局组织编写了《中国时政话语翻译基本规范·英文》，

形成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和翻译标准建设的重要参考。

除了时政类翻译所面向的成人受众，少年儿童也是对外传播的重

点对象群体之一，其翻译读物亦需规范，但却存在着标准的空白，因

此亟待制定相关标准指导具体工作，提升读物翻译质量，向国外小读

者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作为中国外文局“国家翻译与

语言服务质量评估分析项目”的执行单位之一，海豚出版社一直以“向

中外青少年讲好中国故事”为使命，在海外出版方面厚积经验的同时，

注重标准化建设，探索以标准的形式,规范和推广少儿读物翻译技术。

本标准研制过程中将广泛吸纳中国翻译协会及相关单位的专家

学者和一线人士的意见建议，共同推进标准研制，践行规范少儿读物

对外话语体系的初心。



（二）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为海豚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翻译协会、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三）主要工作过程

海豚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翻译协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共同组织开展《儿童文学中译英操

作基本通则》团体标准的起草工作，并确定以中国翻译协会作为团体

标准归口单位。2023 年 7 月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展前期预研

工作。一方面通过文献调研梳理现有文献、标准以及政策文件资料，

分析国内外翻译相关标准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组织专家研讨进而形

成标准大纲。2023 年 8 月，立项材料上报中国翻译协会，以专家会

的形式完成立项评估。2023 年 9 月，在综合各有关专家意见建议的

基础上，起草组对标准大纲进行修改完善，提出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

和编制说明。

（四）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做工作

主编单位：海豚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翻译协会、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暂略。

所做的工作：负责全面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

制定研究方案，开展调研，组织专家会，起草标准、立项说明及编制

说明等，整体把控标准质量。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论据

（一）国内外标准相关情况

国内外标准方面，暂未有聚焦于儿童文学的翻译标准。

ISO 国际标准方面有 3 个相关标准，《翻译项目通用指南》(ISO/TS

11669:2012 Translation Projects - General Guidance)为翻译服务商

和客户提供参考，对翻译服务提供方、翻译项目阶段、翻译的规范化

等予以整体参考；《翻译服务——对翻译服务商的要求》(ISO/TS

17100:2015 Translation services - Requirements for translation

services)，是从翻译技术、管理流程、人员素质以及项目质量等方面

对翻译服务商进行规范，保障客户能从翻译服务商处获得达标的翻译

服务，让客户对翻译公司商的挑选有据可依；《法律翻译要求》(ISO/TS

20771:2020 Legal translation - Requirements)，聚焦于法律领域，

规范了翻译人员、审校人员和审查人员的能力及资格、翻译服务质量、

翻译过程和最佳实践。

国内的翻译标准涉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

不同层级。国家标准方面主要起到宏观指导术语、语料、译文质量、

翻译服务等方面规范化的作用，已发布的标准有 GB/T 18895-2002

《面向翻译的术语编纂》、GB/T 19363.1-2022《翻译服务 第 1 部分：

笔译服务要求》、GB/T 42092-2022《翻译服务规范 第 2 部分 口译》、

GB/T 19682-2005《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GB/T 20000.10-2016《标

准化工作指南 第 10 部分：国家标准的英文译本翻译通则》、GB/T

40035-2021《双语平行语料加工服务基本要求》、GB/T 40036-2021



《翻译服务 机器翻译结果的译后编辑 要求》，体现基础通用特性。

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则更有领域或地域特点，涉及到酒类、检疫、地

名、人名、菜名等。中国翻译协会作为我国翻译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社

会团体也以专业的实力积极参与到上述标准的研制工作中，而其发布

的团体标准作为上述标准的补充，也更贴近具体的翻译工作实践需求，

研制的标准涉及高端语料库、翻译服务要求、翻译人员能力要求、翻

译培训、翻译计价等，成为翻译工作的重要抓手，对翻译行业标准化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基本术语确定的方法、依

据与 GB/T 20000.1《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 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

的通用术语》、GB/T 27000《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协调一致，

结合目前儿童文学中译英情况及适用条件,并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内

容予以编制，力求标准的实用性，内容正确完整，宽严适度。

（三）标准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文学中译英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和翻译策

略、译者要求、工作流程、翻译质量等。本文件适用于面向国外少年

儿童的中译英文学类出版物。

（2）主要技术内容相关术语和定义部分，对包括“儿童”“儿

童文学”“儿童文学体裁”“儿童本位”“儿童文化”“译者素养”

等在内的关键词进行厘清。



儿童文学翻译原则要求和基本策略部分，主要包括儿童文学翻译

的本质诉求、儿童文学翻译的最终目标、儿童文学翻译具体原则和儿

童文学翻译策略。

译者要求涉及儿童文学译者一般素养和儿童文学译者核心素养

两个方面。

工作流程涉及译前阶段、译中阶段和译后阶段。

翻译质量包括译文质量评估人员的确立及译文质量评价方法。

三、预期效果

我国儿童文学外译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在文化自信自强的时

代背景下，为使我国更多的优秀儿童文学外译到其他国家，让这些作

品的翻译更加本土化，让全球小读者深入领会中国文化和历史文明，

开展儿童文学外译标准研制，以此填补翻译领域标准空白，并同步推

动儿童文学外译的研究与良好实践。

四、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明

本标准为自主制定，未采标。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性意见。

六、贯彻译协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属于儿童文学外译领域的第一个团体标准，标准在编制完

成后将与中国翻译协会配合开展宣贯，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1）在中国翻译协会官方网站公布标准，供公众参考；通过标

准起草单位的微信公众号介绍、传播该标准。



（2）组织标准发布会或宣贯会，邀请行业相关人员参加学习。

（3）关注标准实施效果，广泛收集意见建议，为儿童文学外译

系列标准的研制及未来标准修订打好基础。

七、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立项评估过程中专家提到两个重要方面：第一是少儿读物范围广，

虚构类和非虚构类读物的题材、内容、结构、语言等大相径庭，建议

只选取其中一种制定标准；第二是聚焦于一种语言的外译将会使标准

更有针对性和实操性。标准起草组认真吸取专家意见，将少儿读物聚

焦于儿童文学；另外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国内儿童文学外译的语种主要

为英文，在得到行业专家认同的前提下，起草组将本标准聚焦于儿童

文学的中译英，因此需要对标准名称进行修改，更名为《儿童文学中

译英操作基本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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