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翻譯發展策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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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譯提升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人們在生活、文化及學術交流溝通品質，愈進步

文明的社會，翻譯就愈重要。很多先進的國家，都很重視翻譯。近年來，臺灣產

官學各界亦積極從各面向致力於國際化並推動翻譯業務的發展。然而，對於臺灣

翻譯發展非常重要的翻譯發展策略，卻僅有林慶隆等（2011）從分析中央各部會

翻譯業務現況與問題，提出「制定國家翻譯發展政策」等 8 項可能的作法，惟其

內容並未提出翻譯發展短中程具體策略作法，尚難提供政府相關單位作為實際推

動翻譯發展之參考。因此，本研究目的包括：（一）探討世界主要經濟體之翻譯

發展作法；（二）探討臺灣翻譯發展的問題；（三）探討未來 5 年臺灣翻譯發展的

具體策略。 

本研究採文件分析及焦點團體座談等方法，資料來源包括國內外相關文獻、

政府相關單位推動翻譯發展之文書及報告書等資料。焦點團體座談代表包括產官

學翻譯相關專家、學者及負責人員等。本研究成果包括：（一）探討歐盟、英國、

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等國家之翻譯發展作法概況；（二）探討臺灣翻譯發展的

問題；（三）提出未來 5 年具體推動翻譯發展之策略。 

最後，以上成果除了可作為研擬臺灣翻譯發展策略之參考，本研究亦將對未

來研究內容及方向等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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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aiwan 

Ching-Lung Lin  Yun-shiuan Chen  Hsin-Cheng Lin  

Abstract 

The more civilized a given society has evolved, the more important its translation 
projects will become. Although many government agencie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the industrial sectors have exerted noticeable efforts to translation work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chemes in recent years, no national translation policy has been 
proposed yet as a gui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translation business. Specific 
and relevant strategies to Taiwan’s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by only 
very few researches. For instance, Lin, etc. (2011) proposed eight possible approaches, 
including some rationales such as forming national translation policy. However, the 
proposals were not exhaustive enough for advising the government on its policy 
decisions due to its lack of short and middle term detailed plans for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view of these critical issues,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investigating (a)what are other major countri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What 
challenges is Taiwan confronting in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c)What should be the 
possible solid five-year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present study consisted of document analysis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 The data sources are mainly from significant literatures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s well as governmental reports and state papers on translation.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ees include experts in the translation industrial circles, and 
officials in charge of T/I in the govern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Firs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respectiv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EU, UK, China, Japan, and 
Korea; Second, a disclosure of problems of promoting translation in Taiwan; Third, 
nine strategies with detailed plans for Taiwan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five 
year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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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futur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Keywords: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transl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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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翻譯提升具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人們在生活、文化及學術交流的溝通品質；愈

進步文明的社會，翻譯就愈重要。很多先進的國家，都很重視翻譯。近年來，臺

灣產官學各界亦積極從各面向致力於國際化並推動翻譯業務的發展。然而，對於

臺灣翻譯發展非常重要的翻譯發展策略，卻僅有林慶隆等（2011）從分析中央各

部會翻譯業務現況與問題，提出「制定國家翻譯發展政策」等 8 項可能的作法，

惟其內容並未具體的提出翻譯短中長程發展目標，難以提供政府相關單位作為推

動翻譯發展之參考。 

語言是人類文化的表徵、也是文明發展的基礎。各種不同語言與文化背景的

人皆應受到公平的待遇。例如：聯合國曾於 1948 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又在 1966 年通過「公民及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以及「經濟社會與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我國政府也在 2009 年，由馬英九總統正式簽署後兩項中英文版批准書，

由法務部訂定兩項國際人權公約施行法、經立法院通過，因此公約的內容已經變

成我國國內法。兩項公約皆明文規定人民不應受族群、膚色、語言…等各種因素

影響，享有該公約所保障之各項人權。我國憲法也明文規定，我國人民「無分男

女、宗教、種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因而，語言作為人類發聲權的一種象

徵，有其根本重要性。 

此外，為了不斷因應社會變遷與發展，我國需要不斷引進新知；而作為地球

村的一員，我國也有參與豐富人類知識內涵、分享臺灣學術與教育文化成果的責

任。而我國的發展需要暨參與豐富人類知識內涵的責任皆凸顯翻譯的重要性。尤

其，當前全球化的發展，造成了一個競合的世紀，世界各國彼此間必須不斷競爭

以追求經濟利益；同時，也必須為了全球永續發展而攜手合作。處於這樣的國際

社會脈絡中，我國自然難以置身事外，為了回應這些激烈的變遷與因此衍生的挑

戰，我國教育部也於民國九十九年提出了「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 — 黃金十年百

年樹人」，文中除了說明了我國當前所面臨的社會變遷與教育挑戰外，並據以提

出了「新世紀~推動國家建設與人類永續發展」、「新教育~立足臺灣走向全球」、

與「新承諾~發展精緻、創新、公義與永續」等三大願景，期以達成「精緻~提升

教育全面品質」、「創新~激發教育多元活力」、「公義~彰顯教育深度關懷」與「永

續~促進教育長遠發展」等四大目標。教育報告書並聚焦審視分析了當前「人才

培育與教育產業」、「多元尊重與弱勢關懷」、「兩岸及國際交流與海外僑教」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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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各界所關注的教育核心議題，最後提出了十大發展策略以及三十六項行動方

案，期以達到所期許的願景與目標。 

從以上聯合國與我國憲法對於人類基本權利的重視以及教育報告書「人才培

育」、「多元尊重與弱勢關懷」與「國際交流」等核心議題，可知翻譯與人權、教

育及國家發展間的密切關連性是不證自明的。翻譯，最基本的意涵是語言轉換，

因而是促進跨文化理解、溝通與對話，以強化合作不可或缺的管道；從宏觀角度

言之，更是型塑我國成為一個兼容並蓄多元文化社會之具體途徑。因此，翻譯作

為一種全面性的服務事業，不僅是我國邁向國際的基石、是了解全球大趨勢發展

動向以追求永續發展的管道，而針對外籍人士所提供的各項翻譯服務、更是尊重

多元與少數的最佳體現，準此，翻譯發展的內涵非僅與教育報告書不謀而合，其

實並已自不同角度回應了教育報告書的各種關注。 

隨著翻譯產業界、政府部門的翻譯業務、以及翻譯學術研究的欣欣向榮發

展，卻也存在一些常討論的問題，大致可歸納如下： 

一、我國翻譯發展所衍生的挑戰為何?例如： 
(一) 學術著作譯者的專業貢獻是否受重視以及如何界定與認可? 
(二) 新住民增加所衍生的翻譯需求為何? 
(三) 哪些國外新知才是需要引進的? 
(四) 國內那些教育、文化及學術成就需要外譯分享全世界? 
(五) 資通訊科技如何應用於翻譯發展? 
(六) 翻譯專業教育與研究如何回應以上種種問題等? 

二、我國應提出何種策略以回應處理以上各項問題，並做前瞻性規劃? 
本研究希望從以上問題出發，經由借鏡世界主要經濟體之翻譯發展經驗、並

分析臺灣翻譯發展的現況與面臨的問題，據以探討未來的發展策略。因此，本研

究的目的包括： 
(一) 初探世界主要經濟體推動翻譯發展的現況。 
(二) 分析臺灣翻譯發展的問題。 
(三) 探討未來 5 年臺灣翻譯發展的具體策略。 

研究成果將作為研擬臺灣翻譯發展策略建議書的基礎，期待在各界的增益與

補充下，作為政府思考未來五年推動翻譯發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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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綜覽國內外翻譯研究的文獻，鮮有探討國家翻譯發展策略之研究。直接論及

翻譯發展策略者有林慶隆等（2011）就國內翻譯發展相關議題進行探討後，提出

八項翻譯發展策略，包括：「制定國家翻譯發展政策」、「擴充或建置各類翻譯資

料庫」、「建構翻譯品質保證機制」、「培育各專業及各語種的翻譯人才」、「建構學

術著作譯者貢獻制度」、「積極向外推廣國內學術文化成就」、「善用科技促進翻譯

發展」、以及「進行翻譯發展基礎性研究」。以上八項雖已提出發展策略的方向，

但仍顯籠統，必須提出更具體的行動策略。因此，本研究繼續檢視針對翻譯議題

現況相關之研究及其建議，一方面據以彙整分析推展翻譯各面向之問題，同時做

為彙整並發展具體策略之參考。 

關於我國翻譯產業的發展，周中天等（2004）調查分析國內翻譯產業現況，

發現口筆譯相關從業人員對於翻譯市場表現及未來發展抱持平審慎樂觀態度。同

時，政府翻譯業務雖因推動整體國際化政策而導致翻譯需求巨幅成長，惟政府現

行編制內專門翻譯人力不足且不穩定，因而經常需委託翻譯服務業者翻譯。另翻

譯學術發展方面，一方面許多大專校院之外文系雖設有翻譯相關課程，但是翻譯

專業師資將是決定增設翻譯專業課程之決定因素。最後，該研究指出國家專責翻

譯機構應扮演制定標準與促進翻譯產業健全發展之角色，而翻譯證照建議採技能

檢定、證書或執照方式辦理，就國家考試增設翻譯類科、則建議優先考慮以執照

類進行。 

整體而言，以上研究建議指出了翻譯領域的幾項重要課題：政府翻譯業務的

需求、翻譯專業教育、翻譯能力檢定等。過去幾年來，部分建議也已被採納並實

行。例如：教育部 2007 年開始推動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即是以提供翻譯

能力證書之方式進行；值此同時，社會變遷與最近的政府組織改造，似乎也讓部

分研究建議（如設置國家專責翻譯機構）需再行審慎規劃，然而針對其他如政府

部門翻譯業務委外所衍生相關問題，如品質不一，以及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

作為一種能力評鑑策略之效益如何…等，都為本研究發展推動翻譯策略指出可能

方向。 

針對翻譯能力評鑑之相關研究，則有原國立編譯館委託學者進行 3 期之研

究，從楊承淑等（2003）重點式的探討，至劉敏華等（2005、2006）鉅細靡遺地

分析世界許多國家因不同國情所建立各種各類翻譯專業人才能力檢定機制、試題

型態、考試方法，也研析了翻譯能力檢定做為證照或能力檢定之不同屬性、評量

基準與方法，作為發展教育部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機制，包括：翻譯檢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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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如：口、筆譯）、考試範疇、試題類型、評分機制、與發照方式等。檢定考

試實施後，原國立編譯館亦再分別與劉敏華等（2007、2008、2009、2010）及賴

慈芸等（2007、2008、2009、2010）合作進行 4 期的研究，調查分析考生意見，

以精進考試的命題、評分及作業。這些研究累積的成果，都成為教育部中英文翻

譯能力檢定考試的基礎。這項考試雖然扮演中英文翻譯能力的指標性鑑定機制，

隨著該考試的辦理與經驗以及社會變遷發展，近來也有其他建言，成為本研究據

以發展行動策略之參考。 

有關翻譯產業的最近發展，陳子瑋等（2012）探討中央政府、縣市政府的翻

譯需求、暨譯者工作現況，該研究對吾人了解最近政府單位的翻譯需求暨譯者的

工作現況相當有幫助。研究結果指出政策意涵包括（頁 172）：「提高譯者能見度」、

「型塑翻譯專業形象」、「提升大眾對於翻譯的正確認識」、「提倡譯評以增進對翻

譯品質的了解及認同」、「提供譯者進修機會以鼓勵專業發展」、「訂定稿費最低標

準並將稿費分級以防削價競爭」、「立法保障本土譯者工作權」，另有受訪譯者建

議「由政府主導翻譯證照制度並強制譯者定期更新證照、作為品質保證機制」、

以及如「結合翻譯證照制度與譯者聘用制度以增強翻譯產業正向風氣」等。該研

究之優點除了一方面適切呈現公部門翻譯需求的各項最新動態、如實傳達翻譯從

業人員與相關實務界的心聲，並提出可行建議。同時，該研究建議也進一步將許

多問題更細緻的呈現，例如譯者能見度與專業形象的問題，譯者專業與進修教

育、譯作品質、結合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譯者聘用與翻譯品質提升等層面，

也都為本研究繼續深入思考行動策略奠立基礎。 

另就學術著作翻譯發展方面，主要相關研究有賴慈芸等（2006）針對學術著

作翻譯機制進行研究，該研究以調查了解國內學術著作翻譯出版現況為出發點，

同時也參考國外政府部門獎補助學術著作翻譯的措施與辦法，最後了解當時出版

業者與學術譯者在學術著作翻譯之需求與建言，彙整分析後提出了幾項研究建議

包括：提升學術著作翻譯稿酬、進行具規模之譯評研究、建立翻譯資訊共享平台、

出版譯者通訊並建置翻譯人才資料庫、獎補助學術著作外譯、出版雙語書摘、明

定以譯作申請升等之審查辦法、成立國家專責單位主管上述事宜、同時與國外進

行聯繫。本項研究明確指出推動學術著作翻譯之重要性、國外之作法、以及現行

問題等，所提出之研究建議也反映出學術著作翻譯（無論是中文譯為外文或外文

譯為中文）作為提升精緻文化之關鍵一環，特別需要審慎而周延的思考策略與資

源投注。 

與學術著作翻譯相關之研究，最近亦有教育部委託黃寬重等（2012）針對人

文社會學科之評鑑制度研究，其中提及學術著作翻譯對學術界之重要性。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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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反映出學術著作「翻譯與西洋經典譯注對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相當重要、同

時也幫助學生學習，因此建議應該於學術評鑑時列入指標」（頁 42）。研究並彙

整列舉出包括如：加強歐陸經典作品與經典教科書的翻譯、翻譯應至少審查後列

為研究成果、由政府協助取得經典作品版權方式，促進、強化專業翻譯人才培育…
等 15 項針對學術著作翻譯之建議。這項研究一方面真切而多向度地反映出人文

社科界對於學術著作翻譯的重視，同時也提出了可以推動學術著作翻譯的方向。 

簡言之，以上幾項最近文獻，雖未直接就推動翻譯發展提出具體行動策略，

然而皆自各種不同角度提出推展翻譯發展的方向，對於本研究思考於現行架構逐

步建構臺灣翻譯發展策略有相當助益。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件分析及焦點團體座談等方法，資料來源包括國內外相關文獻、

政府相關單位推動翻譯發展之文書及報告書等資料。焦點團體訪談邀請的受訪專

家採立意抽樣，包括學者、譯者、出版業者及政府單位翻譯業務主辦人員等相關

人員。 

肆、結果與討論 

從文件分析及焦點團體座談意見，歸納出歐盟等世界主要經濟體之翻譯發展

策略、國內翻譯發展面臨的問題及未來 5 年臺灣翻譯發展策略。 

一、世界主要經濟體之翻譯發展策略 

歐盟、英國、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等主要經濟體之翻譯發展策略分述如下。 

（一）歐盟 

歐盟自其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於1958年成立運作以來，即尊重主要會員國語

言，並於會議中同時採用各國語言。2000年歐盟所簽署的《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更指出其尊重文化、宗教及語言的多元性，禁止因語言

或其他理由的歧視、與包容與接受異己是歐盟的核心價值。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多語種主義政策有「推廣健全的多語經濟」、「鼓勵語言學習與

推廣多語社會」、「讓公民使用自己的語言取得歐盟的法規、程序及資訊」等三

項目標（中華民國外交部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文化組，2006）。截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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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止，歐盟一共有保加利亞語、捷克語、丹麥語…等23種實行中的官方語言

（Witteveen, 2007）。 

歐盟執委會翻譯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nslation）轄下有歐盟執委會

筆譯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nslation DGT, SDT）及歐盟執委會口譯總署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Interpretation, DG SCIC）兩個單位。筆譯總署的職責在

於將歐盟政策文件翻譯成23種官方語言，藉此讓人民能夠了解政策內容，並增進

政策的合法性、效率及透明化。口譯總署擁有大約700名成員（其中500名為翻譯

人員），是國際社會中規模最大的口譯服務機構，其提供執委會每天40至50場大

型會議口譯及籌辦會議的服務，並確保與會人士能夠確實的相互了解。口譯總署

也間接訓練翻譯人員，例如將訓練人員送至大學執教、每年接待600名學生及參

與設計大學翻譯測驗。另外也提供財政援助，例如支援從事較少使用的語言的教

學、與大學分享口譯教學的方法，提供經費補助修讀碩士班翻譯課程的學生

（Witteveen, 2007）。 

（二）英國 

英國基於過去大英帝國的歷史，國內有許多來自殖民地的移民族群與語言，

例如印度、巴基斯坦、香港中文、以及部分非洲國家與加勒比海國家等語言。伴

隨各類追求政治庇護與經濟發展而移民到英國的多元族群，更使英國的翻譯需求

廣泛包含了這些移民者的住宿需求、法律諮詢、健康、教育、工作等各項與這些

移民良好生活品質相關的翻譯議題(Pellate, 2011）。當前英國的翻譯政策則回應

了這樣的多元社會歷史背景，依據英國 2010 年公布的平等法案（The Equality Act, 
2010），政府必須保證各族群可以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務、不因任何如族群、性

別、信仰……等個別因素受到歧視（Lambeth Council, 2012）。而語言因為是族群

溝通理解的工具，為確保其國內各族群得以順利溝通以公平獲得各項公共服務的

理念，提供新移民適當的翻譯/口譯服務因此成為政府所推動的翻譯作為之一。 

例如，英國社區及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of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則專就口筆譯服務，提供了一項「地方政府出版品翻譯準則」

（Guidance for Local Authorities on Translation of Publications, 2012），其中載明：

這項準則係根據「族群融合與團結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Integration & 
Cohesion, 2012）」所提出「我們的共同未來(Our Shared Future）」報告書，該報

告書其中一部分特別反思了英國地方當局推動翻譯的各項實務問題，一方面重申

英語作為族群融合主要語言的重要性、同時也認為：為避免語言形成族群間溝通

的障礙，翻譯仍有其重要性。報告書指出：考量以不同語言全面翻譯政府文件所

需的成本與可行性，建議地方政府當局重新反思其翻譯政策，並列舉出考慮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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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翻譯服務的一些指標，希望在鼓勵移民學習英語與兼顧各族群公平獲得翻譯

服務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最終期以達成促進族群融合團結的政策目標。「地方政

府翻譯出版品準則」因而回應報告書的建議，一方面強調新移民學習英語作為共

通語言的重要性；同時也建議了一些提供翻譯服務的範疇，例如法律相關資訊，

確保少數族群不因語言障礙而遭受歧視或損害權益（頁 10）。這兩項文件也列舉

出幾項其所認為的模範翻譯計畫，這些計畫主要包括了安全（警政）、法律、健

康衛生、房屋等可能引起重大傷害的資訊。這些計畫的共同特色在於：強調跨機

構共同合作，以間接增加翻譯語言的種類、共享翻譯資源、確保資源有效運用，

及降低翻譯成本。其次，善用英語與圖片對照，一方面有效達成溝通目的、也鼓

勵英語學習。 

（三）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對於翻譯行業提出了筆譯、譯文品質及口譯等三項服務規範。其國

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於 2003 年發布《翻譯服務規範 第 1 部分：筆譯》，這

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對翻譯行業制定的國家標準，目的在於規範行業行為，提高翻

譯服務品質。本標準將「為顧客提供兩種以上語言轉換服務的有償經營行為」訂

定為「翻譯服務」的定義及內涵；並且對翻譯服務的業務接洽、標識、流程、保

質期限、資料保存、顧客意見回饋及品質跟蹤等方面，提出規範性標準（中國翻

譯協會，2012a）。 

中國大陸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於 2005 年發佈《翻譯服務譯文品質要

求》，對於譯文品質要求忠實原文、術語統一、行文通順，強調信達雅是譯文品

質的基本衡量標準，同時對於數字表達、專有名詞、計量單位、符號、縮寫、編

排等制定處理規範。另外，要求以譯文使用目的作為譯文品質評定的基本依據（中

國翻譯協會，2012b）。2006 年，該局也發布了《翻譯服務規範 第 2 部分：口譯》，

定義口譯的種類、必須具備的設備、人員的資質、服務過程的控制和計費方法（中

國翻譯協會，2012c）。 

中國大陸除了針對翻譯服務提出規範，也制定了職務級別及其相關規範。

1986 年由中央職稱改革工作領導小組所發佈的《翻譯專業職務試行條例》強調

必須為社會主義四化建設服務，聘任或任命擔任翻譯職務的人員，必須擁護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顯見其翻譯服務結合了高度的政治意識形態。條

例將翻譯專業職務分成譯審、副譯審、翻譯、助理翻譯四個等級；其適用於國家

機關和事業單位的現職翻譯人員，企業單位則可參照該規定實行（中國翻譯協

會，20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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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目前有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委託中國外文局辦理的「全國翻譯

專業資格（水平）考試」，中國教育部考試中心和北京外國語大學聯合舉辦的「全

國外語翻譯證書考試」及上海市的三類口譯考試。人事部（現稱人力資源社會保

障部）2003 年發布的《翻譯專業資格（水準）考試暫行規定》；其基本精神就是

為了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外開放、國際交流與合作以及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制

度之相關精神。該考試共劃分成資深翻譯、一級口譯及筆譯翻譯、二級口譯及筆

譯翻譯、三級口譯及筆譯翻譯等四個等級。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簡稱中國

外文局）成立『翻譯專業資格（水準）考試』專家委員會，負責擬定考試語種、

科目、大綱及命題（中國翻譯協會，2012e）。同一年人事部也發布《二級、三級

翻譯專業資格（水準）考試實施辦法》，各級別翻譯專業資格（水準）考試均設

英、日、俄、德、法、西班牙、阿拉伯等語種（中國翻譯協會，2012f）。一級口

譯及筆譯翻譯考試於 2012 年開始招考，僅開設英語考科，資深翻譯等級考試尚

未實施（中國外文局翻譯專業資格考評中心，2012）。中國大陸教育部考試中心

和北京外國語大學於 2001 年合作舉辦全國外語翻譯證書考試，目前有英、日兩

個語種，分為筆譯和口譯兩大類，分別包含一級、二級、三級及四級 4 個級別，

考試合格者可獲得相應級別的筆譯或口譯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考試中

心，2012）。 

上海市的翻譯考試包括「上海外語口譯證書考試」，「上海市商務口譯（英漢

互譯）專業技術水準認證考試」及「上海市外事聯絡陪同口譯（英漢互譯）水準

認證考試」等三類口譯考試。「上海外語口譯證書」考試基本上是同時評估語言

能力和口譯能力的測驗，目前有英語高級口譯、英語中級口譯、英語口譯基礎能

力、日語高級口譯、日語中級口譯等五項考試（上海市高校浦東繼續教育中心，

2012）。「上海市商務口譯（英漢互譯）專業技術水準認證考試」是為政府單位、

企業事業單位、涉外單位，及外資企業等培訓和提供高級商務口譯人才，英語能

力需達到大學英語六級（CET-6）或專業英語四級（TEM-4）水準，才可報名參

加考試（林慶隆、張梅芬、楊國揚、丁彥平、劉敏華，2004）。「上海市外事聯絡

陪同口譯（英漢互譯）水準認證考試」的考試內容涵蓋禮賓禮儀、會展會務、商

務訪問、休閒娛樂及日常生活等主題。需具有相當於大學英語水準者，才可參加

培訓及考試（上海市會議和商務口譯考核辦公室，2012）。上述三項考試主要是

因應上海市緊缺人才的需要而辦理，因此，其特點是培訓與考試結合，人才培訓、

考試及任用有很密切的關聯。  

在人才培育方面，中國大陸設立了許多所外國語大學，一般大學也成立翻譯

相關系所，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翻譯系及上海外國語大學

高級翻譯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翻譯系成立於 2007 年，為滿足大陸戰略需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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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急需的高等人才，培養具有扎實的英文和中文語言能力、深厚的雙語文

學與文化修養、熟練的雙語轉換能力、寬廣的人文社科知識（北京外國語大學，

2012）。2003 年，中國大陸教育部批准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建設同聲傳譯（臺灣

稱同步口譯）基地，並成立高級翻譯學院，下設會議口譯系、翻譯專業碩士和翻

譯學研究所，以培養能夠勝任國際組織、外交工作及各種國際會議同聲傳譯和交

替傳譯（臺灣稱逐步口譯）工作的專業會議口譯人員為目標（新華社，2009）。 

另外，在重要著作翻譯方面，成立於 1953 年的中國大陸中央編譯局，常年

聘請英、德、法、西、俄、日等語種的外國專家協助工作，主要任務是編譯和研

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中共和國家重要文獻和領導人著作，並且研究馬克

思主義基本理論及其在當代的發展以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和現狀、理論和

實踐（中央編譯局，2012）。 

（四）日本 

日本翻譯傳統與歷史相當悠久，翻譯產業規模夠大，讀者也較能接受昂貴的

學術書籍，因此各類翻譯工作，例如各類外文作品、學術著作的日文翻譯等，主

要由民間單位辦理（賴慈芸，2006）。政府單位投入翻譯的主要理念為推廣其文

化成就。例如，具官方色彩的日本國際交流基金 （The Japan Foundation, 2012）
為了在海外推廣日本文化與藝術，設立「贊助翻譯及出版日本相關作品計畫

（Support Program for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n Japan）」，以提供獎勵補助海

外出版商的方式，鼓勵其出版與日本相關之重要文化作品，在 2010-2011 年之間，

以外語出版或翻譯之日本相關作品及包括中、俄、西、法、德、埃及、烏克蘭、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波蘭、挪威、越南…等不下數十種，可知其推動促

進世界各國了解日本文化不遺餘力（賴慈芸，2006）。 

（五）韓國 

類似於日本，韓國翻譯傳統與歷史亦相當悠久，然而，翻譯產業規模不夠大，

因此政府單位投入各類翻譯的作法稍有不同（賴慈芸，2006）。韓國政府於 1978
年由設立的韓國研究院（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2012）在世界各地推展

韓國研究（Strategic Initiative for Korean Studies），而其中的重要策略之一即為「韓

國經典英譯計畫（English Translation of Korean Classics Library 100）」，該計畫獎

勵個別譯者英譯其所指定的韓國經典著作。至於外文學術圖書韓譯的工作，韓國

國內學術圖書市場不大，因此韓國政府補助出版單位，進行外文學術圖書翻譯成

為韓文的工作，更提供學術書籍免稅的優惠措施（賴慈芸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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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日本與韓國政府補助外譯該國文化作品外，相關研究亦指出（賴慈芸

等，2006），在德國、法國、匈牙利、義大利、芬蘭等國家，也都有政府經費或

間接以成立基金會方式，或是補助外國出版商或是個別譯者的方式，將各自國家

的文化作品翻譯成外國語言，以促進強化其他國家對其文化之認識。 

綜觀以上各國翻譯相關作法可知，其在推動翻譯發展時，因不同翻譯產業規

模、社會歷史脈絡與政治制度，有其各自的關懷與特色，政府介入程度也因而有

所不同，例如歐盟透過多語種主義的思維，以建構維持友善的生活環境；英國也

強調尊重族群差異、以多語文提供與人權議題相關的政府資訊，確保維持一個公

平、公正社會環境；中國大陸則由政府全面介入提供各項考試及翻譯服務品質規

範；日本與南韓則著重於與國際社會分享其文化，並在不同程度上投入支持外文

圖書譯為本國語的工作。這些各自的優點，對於我國思考推動全面性的翻譯政

策，有相當助益。 

二、國內翻譯發展問題分析 

 彙整歸納焦點團體座談專家學者所提意見，我國翻譯發展面臨之問題，主

要包括以下各項。 

（一）翻譯服務所需人才仍顯不足 

臺灣雖然在國際交流對中英翻譯的需求最多（周中天等，2004），但在國內

卻以新住民母語翻譯的需求最大，目前內政部移民署雖然已經建置了「通譯人才

資料庫」，陸續針對五種東南亞語言進行通譯人才培訓，也有 300 餘人取得結業

證書。然而，研究也指出這些通譯人才仍不敷所需。主要問題包括：此類人才主

要以新移民為主，一方面因非屬專職口譯人員，且服務案數量不固定、同時必須

兼顧家庭情況而無法於夜間或周末提供服務，再加上翻譯能力較好的人才，通常

因收入考量而被人力仲介公司吸收（何森桂，2011）。移民署也指出：部份法律

通譯，需要熟諳法律相關、開庭與訴訟流程等高度專業的通譯人員，而各單位支

付通譯服務標準不一等制度性因素，更加劇了目前新住民翻譯服務的人才供給失

衡的問題（何森桂，2011）。 

法務部在推動法庭通譯時也指出幾項與專業翻譯服務人才不足的問題：涉外

簽訂司法互助條約、檢察官承辦涉外案件日益增多，都亟需法律翻譯人才，而國

內兼具法律與外語之專業通譯人才似不足因應。此外，現行人才是否能忠實原意

翻譯，以及政府財政困難，難以提供較佳報酬吸引優秀人才擔任通譯等相關議

題，都是司法翻譯服務品質常見的問題（林錦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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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合現行專業翻譯教育課程、相關語言專業團體、以及社福團體，培

育分別具法律、醫療衛生、教育、以及警政相關專業的翻譯服務人才，以提升翻

譯服務業品質並滿足所需服務，實有其必要性。 

（二）引進我國所需專業新知規模速度仍顯不足 

目前我國外書中譯的工作大致可分為兩大範疇，一部分為民間出版社主動投

入之中譯工作。此類中譯書籍多以市場取向之財經專業、散文、小說、漫畫等通

俗性譯作為主，因其利潤較高、配合出版社之行銷策略、以及市場需求，本身即

已蓬勃發展。然而，另一部分是專業學術與文化作品之翻譯亦有其重要性，例如

許多學術研究者皆指出：學術性外文著作之中譯本對於我國學術發展有關鍵重要

性，尤其是英文與日文以外的其他語文之學術作品，如法文、德文或西文…等（黃

寬重等，2012）。 

然而，此類譯作因市場較為小眾、且具備此類專業背景之翻譯專業人才也較

少、翻譯過程又曠日廢時，以致翻譯成本較高，影響民間出版社主動投入之意願，

再加上外部因素如中國大陸較低之翻譯成本，更促使這些出版社逐漸轉而向中國

大陸購買已完成的學術譯作。以國家教育研究院過去推動合作翻譯外國學術著作

之業務為例，2011 年所公告補助外書中譯之 370 本書單中，僅有不到 30 本書的

企劃案參與投標，每年也只有約 20 本補助翻譯出版之預算 1，一方面凸顯民間出

版業者參與意願低落、同時也顯現出政府補助此類業務經費之捉襟見肘，類此情

況間接導致我國引進學術專業新知之規模小、速度慢，長遠來說，將限制我國學

術社群與國際學術社群的對話、以及參與詮釋與建構人類知識。 

（三）我國學術文化成果外譯規模速度仍顯不足 

為了分享我國學術文化成就以貢獻人類整體知識，最直接的方式即是外譯我

國經典作品，因為無論是文學經典、抑或是教育與學術經典，都是一國文化的精

髓。過去我國雖陸續有國立編譯館與文化建設委員會分別推動中書外譯，近 20
年來已經累積約 200 本的成果，然而譯出之外語種類主要仍以英、日語為主，且

相較於外國經典中譯的數量及速度、或是自我國經典外譯數量佔經典著作數量之

比率等觀察之，都仍有極大的努力空間。以 2011 年國家教育研究院補助中書外

譯之業務而言，每年建議可外譯之著作可達 150 本。然囿於預算、國內可從事專

業翻譯之人才、與出版商之意願，真正參與外譯的著作僅有 4 本 2，與我國積極

分享學術文化成果的目標相距甚遠。 

1、2
國家教育研究院中書外譯內部業務報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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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臺灣文學館成立，承接原來文建會「中書外譯計畫」，將其修訂為「臺

灣文學翻譯出版計畫」，並考慮成立外譯中心，希望逐漸整合民間出版社的力量、

有系統地外譯我國文學作品，應可以為臺灣文學經典外譯盡一份力量（陳慕真，

2011），然而如何從更多元的角度整合更多資源，並進行單位分工，例如臺文館

臺灣文學外譯、國教院學術著作、及國科會的經典譯著的分工。 

（四）翻譯服務品質評鑑制度涵蓋範圍仍顯不夠全面 

翻譯服務品質沒有一套好的評鑑制也是當前翻譯界最大的一項問題。例如，

新北市教育處在推動相關業務時指出（李明芳，2011）：目前較大的挑戰為委外

翻譯結果的品質不一，以致於讓實際閱讀的新住民無法了解，此也反映出建立一

套完整的翻譯品質評鑑參照機制的重要性。以下從翻譯證照、翻譯業者品管機

制、譯評機制、與學術譯作貢獻評估制度，分別討論之。 

1.翻譯證照 
目前我國評鑑譯者翻譯能力的作法，僅有教育部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

該項考試自民國 96 年開始，以一般文件筆譯與逐步口譯為主，雖然已為翻譯人

才能力的評鑑機制奠立基礎，但是涉及與人民生命及權益相關的醫療及法律等專

業領域之口筆譯能力評鑑機制，仍尚未建立。為了提升醫療、法律之專業翻譯品

質，證照實有其必要。 
2.翻譯服務業品管機制  
翻譯是一種專業服務，翻譯服務業（如翻譯社）的品管機制，是提升翻譯服

務品質的關鍵環節，目前國內翻譯服務業眾多，然而並無一套評估翻譯品質的參

考指標讓翻譯服務使用者參考。 
3.譯評 
學術與文化譯作品質管理重要機制之一為譯評，其功能為評論學術與文化譯

作的品質，然而國內譯評並不盛行，因此難以發揮功能。 

（五）學術譯作貢獻仍不夠受重視 

學術著作翻譯難以被接受為具體學術貢獻之一，是當前我國學術發展隱憂之

一。近來一項針對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評鑑機制之研究指出（黃寬重等，2012，頁

56-61），在 165 位受訪學者中，70%認為翻譯之學術作品對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很重要，主要理由包括如：外國文哲經典翻譯需要有詳實譯注；引進國內學者不

熟悉之語系的經典作品之影響尤為重要；外文史料譯注對於史學研究甚為重要；

中國大陸譯作品質不佳、引進新知與強化研究生實力等。然而，165 位受訪者中

實際上有意願投入翻譯學術著作者僅有 38%，而真正從事過翻譯工作者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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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不願從事學術著作翻譯的主要原因，除了一般所認知的翻譯學術著作難度

較高、學術著作市場太小之外，整體考量有限時間內學者們寧願投入投資報酬率

較高之研究工作上；此外，翻譯在評鑑中不被認可則是關鍵的影響因素。 

（六）翻譯發展基礎研究仍顯不足 

 除了各大專校院翻譯系所從事之研究外，我國政府部門有對翻譯議題進行

研究的單位有原行政院新聞局、原國立編譯館、與 2011 年整合原國立編譯館、

國立教育資料館及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成立之國家教育研究院等單位。大學校

院翻譯相關系所進行之研究，屬性主要為文學翻譯、文化議題、翻譯教學、翻譯

科技等議題。政府單位則主要就翻譯產業調查（周中天等，2004）、翻譯發展制

度、人才評鑑制度等議題進行研究。綜觀以上相關研究，多為點狀式各自發展研

究主題，似乎尚未能形成翻譯領域的基礎與系統性知識，除了因學術研究議題多

側重文學與文化，而政府單位之研究則少有持續性長期性基礎研究。陳子瑋等

（2012）最近亦對翻譯產業界之自由譯者與政府翻譯需求進行調查，該研究雖已

大幅更新吾人對於政府部門翻譯業務需求之了解，然而在翻譯教育與翻譯學用落

差等範疇，也都需要有後續研究持續探討，以培養符應社會與產業需求的翻譯人

才。 

（七）翻譯服務應用資通訊科技整合仍顯不足 

我國很多政府部門：如行政院、內政部移民署、行政院新聞局、國家教育研

究院等皆已分別建置各類翻譯資料庫系統，移民署更設置移民輔導人員，以英、

泰、越、菲、印尼、柬埔寨等多語電話服務，提供外籍配偶在臺生活的重要資訊，

諸如法律、醫療、金融、生活適應等，也分別就議題提供多線外國人（含外籍配

偶與外國人）服務電話，彙整通譯人才資料庫，以期建構友善的多元語文環境。

然而，如何利用資訊科技整合現有服務，成立新住民全國性單一翻譯服務窗口，

亦是我國當前推展翻譯發展的挑戰之一。 

三、翻譯發展策略 

為了解決上述我國翻譯發展面臨的問題，焦點團體座談學者專家紛紛建議各

種可能發展策略，如設置國家級翻譯中心、政府編制設翻譯職系、設立外國語大

學、各大學增設東南亞語種翻譯學程、培育外籍學生參與翻譯等策略等，屬較長

期發展的策略，將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可行性，本文僅對未來五年之翻譯發展，

建議主要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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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外籍人士與新住民醫療及法律翻譯服務 

針對短期造訪我國的外籍人士如洽商與留學，除了可由政府單位編印各項英

文聯絡資訊，例如政府服務、銀行、飲食、交通與通訊、租屋、與醫療等，亦可

推廣目前各相關單位（如內政部移民署與國教院）所建置雙語網站，方便其利用

查詢，同時也可在醫療院所、法庭與警察局及派出所提供英日語翻譯服務。另外

就新住民之翻譯服務，除了內政部移民署提供東南亞主要語言的幾項重要生活資

訊外，另外也建議衛生署、司法院、法務部等單位，與翻譯系所進行合作訓練東

南亞語言譯者，結合理論與實務，在公立醫學中心、警察分局、法院等，以東南

亞主要語言提供醫療與法律相關翻譯服務，並以現場輪值或全國單一窗口電話服

務中心方式設立口譯服務。 

（二）獎補助重要外文學術著作中譯 

獎補助外文學術著作可從設置翻譯獎及補助著作中譯等兩面向進行。政府過

去曾設置翻譯相關獎項目前多已取消。目前僅有民間出版社與基金會主導的「梁

實秋文學翻譯獎」與「林語堂文學翻譯獎」。參與焦點團體座談之專家學者指出，

此類獎項事實上有其鼓勵成效。因此為了促進國內外文學術著作中譯產業發展，

政府單位可再次建立設立各類翻譯獎以鼓勵譯者積極投入翻譯，同時也可設立優

良譯作出版獎或獎金，激勵出版社參與出版各類優秀翻譯作品。此外，由國教院

補助經費翻譯最新外文學術著作，以 5 年翻譯 150 本書籍為目標，積極與民間通

力合作投入學術著作中譯，刺激學術著作中譯產業之發展，進而解決國內引進專

業新知太慢的問題。 

（三）獎補助重要臺灣教育學術文化著作外譯 

分享國內各項學術文化成就最直接的方式，即是外譯我國圖書，然而從前述

國內現況的分析，發現目前做的並不多。因此，我國除了可於現有補助中書外譯

基礎上，繼續擴大補助中文學術文化圖書的外譯工作，由文化部之臺灣文學館主

責推廣我國文學作品外譯，並由國教院成立專家小組，選擇我國值得分享的學術

著作，進行長英摘或摘譯重要篇章，並彙整成集，以五年翻譯三百本書（篇）為

目標。 

（四）培育各語種及各類專業翻譯人才 

人才是一切發展的根本，翻譯人才的質與量，直接影響翻譯專業的發展。雖

然目前國內每年翻譯系所在學學生總數約在 1,000 人左右，從數量上看中英翻譯

人才供應似乎很充沛，然而針對有翻譯服務需求之政府機關與民間企業所作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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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顯示，翻譯人員有其他專業知識不足之現象。此外，為滿足臺灣社會新住民日

增，培育東南亞語系的翻譯人才亦屬必須。 

考量有限資源，解決此問題的具體策略，可從加強培育英日語以外之常用語

種翻譯人才與加強學術專業領域翻譯人才等兩大面向。就前者而言，可於現行

德、法、西（或東南亞語種等）系所中增設翻譯學程或翻譯組，同時增設法律、

財經、醫療等之專業課程，由教育部提供獎學金鼓勵。就後者而言，可增設短期

筆譯專業訓練課程，訓練具學科專業知識者之翻譯能力，每年培訓各語種以及具

備各種專業的翻譯人才至少 5-10 名。此外，針對學術翻譯人才，可善用各領域

現在充沛的博士人力，針對學術翻譯開辦短期翻譯培訓班、建立翻譯導師制度，

有計畫的培養譯者，如此可發掘並培育優秀的學術翻譯人才（陳東升，2011）。 

（五）建構翻譯服務者及譯作品質評鑑機制 

翻譯品質評鑑的範圍包括翻譯業者、譯者、譯作及爭議處理機制。翻譯業者

是翻譯品質良窳的第一層，因此對於翻譯社的設立，可參酌其他國家作法、研擬

制定具體明確標準。 

在譯者能力評鑑方面，我國雖已有「教育部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但

是僅有一般文件筆譯及逐步口譯項目，尚無專業文件筆譯及同步口譯項目，尤其

與人民生命財產相關的醫療及法律翻譯，目前僅有司法院及法務部所培訓之通

譯，以及民間基金會與大學翻譯系所合作進行之培訓課程，而焦點團體座談與會

專家皆建議政府優先考慮建立考試制度，鼓勵從事醫療與法律之翻譯人員取得證

書作為其執業參考。因此，建議 5 年內在「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增加同步

口譯及專業文件筆譯兩個項目，專業文件筆譯項目設立醫療、法律等兩個專業科

別，五年內先鼓勵從事該兩項翻譯工作者參與，逐步推行專業領域翻譯證照化。 

關於推動譯評，以提升譯作品質方面，可建構譯評平台，一方面初步了解那

些作品對於譯評有特別需求，提供發表、回饋的園地，逐漸促進專業譯評的發展。 

最後，針對委託者與譯者之間對於翻譯文件品質認定之爭議，可由國教院、

翻譯相關專業團體及專業學者研議建構明確的評鑑指標，諸如：信達雅、忠於原

文、術語統一、文句流暢等，並組成委員會評議。 

（六）建構學術著作譯者貢獻評估制度 

學術著作是專業著作，翻譯學術著作除了需要翻譯專業，尚需學科專業知

識，因此，翻譯學術書籍所費的時間與精力並不少於撰寫專書或期刊論文。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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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被視為類似語文轉換的一般翻譯，所以，學術譯者的專業貢獻未被大多數的

學術社群所認可，影響所及，學術研究人員不願投入翻譯工作，對於國外最新知

識引進與激發建構本土性知識都有所影響，因此，建構適切的譯者貢獻評估制

度，以促進專業翻譯的良性發展有其必要性（賴慈芸等，2006）。建構學術著作

譯者貢獻評估制度的具體做法有二：一為制度面，建議教育部與各大學校院將通

過審查之學術譯作納為學術貢獻的項目之一，以肯定學術著作翻譯的學術貢獻；

另一為譯作審查制度，如許多學者所建議（黃寬重等，2012），可參考期刊論文

或著作審查方式，建立學術譯作審查機制。  

（七）持續進行翻譯制度及政策研究 

 為了解決翻譯相關基礎性研究不足問題，建議可由分工的角度，由國教院

與設有翻譯系所的大專校院合作，就五年內翻譯關鍵議題：例如各國翻譯發展策

略作法，國內翻譯產業狀況、或各部門之翻譯需求等相關議題進行分工研究，以

持續系統化累積研究成果，同時將有限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 

（八）擴充或建置各類翻譯服務資料庫 

我國對專業名詞翻譯有關的資料庫目前有：「國家教育研究院學術名詞、雙

語辭彙暨辭書資訊網」提供學術名詞英文中譯、機關名稱英譯；「國際生活環境

整合網」提供地址姓名英譯等資料，另外「國家教育研究院學術著作翻譯資訊網」

則提供如學術著作、譯者與翻譯業者等資料查詢。因此，未來五年除了持續擴充

現有資料庫，同時將「學術著作翻譯資訊網」發展為翻譯專業發展資料庫，涵蓋

翻譯產業發展的基礎資料、翻譯業者、譯者及出版者等資訊。另外，中英雙語語

料庫是翻譯的基礎建設，因此建議整合現有語料庫並擴充建置中英雙語語料庫，

提供各界使用。 

（九）應用雲端科技整合強化翻譯服務 

資訊與通訊科技的進步，影響人類交流及學習的方式，臺灣網際網路的普及

更是幾乎達到處處可上網的境地。因此，建議可善用資訊與網路科技的進步，例

如，對少數語種或新住民翻譯的服務，可透過網路即時線上服務中心或 24 小時

視訊電話服務中心的方式，由專業口譯人員常駐服務中心，運用各類科技提供遠

端翻譯服務，以強化針對外籍人士及新住民全天候之通譯、口譯及筆譯服務。此

外，也可強化現行各項資料庫功能，讓行動裝置亦可透過雲端科技上網查詢中英

互譯語料庫之翻譯服務，使翻譯服務更方便、迅速及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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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以下提出本研究之限制，另外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希望作

為日後相關研究參考。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主要有二。世界上的國家很多，而且期刊或圖書文獻幾乎沒有翻

譯制度政策的研究，因此，對於世界主要經濟體之翻譯發展策略探討，只能從個

別學者的報告或從網站資料分析，基於有些國家因國情不同，並無明確的政策，

及研究期程的限制，本研究無法涵蓋世界各國，現階段僅選擇具完善翻譯制度的

歐盟、必須回應眾多殖民地移民翻譯服務需求的英國、同樣使用華文的中國大

陸、以及及我國鄰近的日本與韓國等，提供概略性介紹。 

此外，翻譯已是生活的一部分，與各面向的生活息息相關，也可能需要各面

向的發展策略，有些是局部，有些是全面；另外，有些是民間團體已在進行。本

研究所探討的策略，係從五年內政府、永續及基礎的面向進行探討。以上這些限

制，也為日後有志繼續從事相關研究者，提出一些另外可發展的研究議題。 

二、結論與建議 

本文探討歐盟，英國，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等主要經濟體之翻譯發展策略，

發現各經濟體（國）基於本身的歷史及社會發展需要，而對翻譯的發展有不同的

重點，歐盟基於各會員國平等的概念，所以有多達 23 種實行中的官方語言，可

以說是最友善的環境。英國基於族群融合團結的目標並考慮成本與可行性，所以

著重在與人民密切相關的安全（警政），法律及醫療等的翻譯，並且，經由跨機

構的合作，以共享翻譯資源，增加翻譯語言的種類，及降低成本。中國大陸在翻

譯服務提供者的翻譯社有設置標準，有 4 種譯者的檢定考試，人才培育亦有語言

專門的大學或一般大學的翻譯系所，另外，引進新知或推廣其文化成果亦頗具規

模。日本長久以來具有悠久的翻譯傳統，文化上重視藉由翻譯吸收各國的專長，

因此其民間的翻譯蓬勃發展，而政府政策則著重於其本國文化成果的推廣。至於

韓國，雖亦有長久的翻譯傳統，很重視翻譯，然而，其人口規模不夠大，所以，

外文學術著作的引進亦需政府經費的補助，此外韓國也將其文化向國外推廣列為

重要的工作，因此補助韓國的作品外譯工作。這些主要經濟體或國家的翻譯，其

內涵包括歐盟及英國友善語文環境，增進溝通理解，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的內

涵除了增進溝通理解外，亦涵納了其促進國內知識發展及豐富人類知識內涵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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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國內翻譯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翻譯服務所需人才、引進我國所需專業

新知規模速度、我國學術文化成果外譯規模速度、翻譯發展基礎研究等都仍顯不

足。此外，翻譯服務品質評鑑制度有待強化；加強善用資訊科技整合翻譯服務也

都還有空間。這些不同程度之挑戰由來已久，難以一夕之間就解決， 

考慮以上各項問題，本研究綜合歸納出未來五年推動翻譯發展策略的建議，

包括提供外籍人士與新住民醫療及法律翻譯服務、獎補助外語學術著作中譯、獎

補助臺灣教育學術文化作品外譯、培育各專業及語種的翻譯人才、建構翻譯品質

評鑑機制、建構學術著作譯者貢獻評估制度、持續進行翻譯制度及政策研究，以

及擴充或建置各類翻譯資料庫及應用雲端科技強化翻譯服務等策略。 

翻譯的基本功能，在於跨越語文障礙，增進不同語言背景人士的溝通與理

解，提升國家的文明度；因而翻譯發展的程度，也象徵一國政治多元化的程度、

與整體社會文化的尊重開放程度。尤其，臺灣目前有四十六萬多的新住民（移民

署，2012），如何應用翻譯，運用這難得的機緣，營造多語多文化環境，除了創

造文化優勢，未來亦可能成為國家永續發展的主力之一。翻譯進一步的功能為引

進世界各國的新知，促進國內知識發展，及分享國內學術、教育及文化成果，豐

富人類知識內涵。因此，翻譯發展攸關國家知識基礎建設及產業升級，影響國家

的永續發展與經濟競爭力，在政府財政有限情況下，我國應亟思整合各項具體策

略之道，以持續推動翻譯，確保基本人權並促進國家發展。因此，本研究建議相

關單位永續的進行各國翻譯策略及作法，翻譯產業發展，翻譯科技與資料庫，翻

譯與國家發展等研究，以長期、系統性的建構資料，才能更清楚全面了解問題及

解決策略，做為國家翻譯發展政策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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