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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视域下的本地化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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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时代，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企业不断崛起壮大，逐渐成为企业国际化的主力军，与

传统企业相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本地化融合了信息技术、翻译技能、项目管理与市场管理技术，是语言服务行业和语

言服务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对全球化视角下的本土化特征进行研究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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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help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rise and grow,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show 

unprecedented vitality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Localization integrat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ranslation skills, project 

management and market management technology.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and language service specialty.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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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地化是一种现代语言服务，将信息技术、翻译技术、项目管理技术和营销技术结合起来。特别是在翻译服务方

面，它们将语言、技术和文化纳入为满足目标地区赞助者和使用者的语言和社会文化需求而设计和推销的产品或服务。 

1 本地化翻译的定义 

在讨论本地化翻译的原则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本地化翻译的具体定义。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研究者提出了不同

的倾向定义。在经济方面，一些科学家认为，本地化翻译是一种本地服务，取决于主要的经济行为。同样，在全球化

和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本地化翻译是一种以现代信息技术和传统翻译服务为基础的翻译服务工作。然而，本地化翻译

与传统翻译不同，传统翻译根据不同的文本追求译文的信达雅。本地化翻译与传统翻译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四个主要方

面:内容差异、客户差异、技术依赖差异和质量标准差异。传统翻译主要涉及将语言转换为表达形式，然而，本地化翻

译则根据语言和文化差异确定的国家/区域语言市场的不同需求处理产品。传统的翻译通常以学者的代表性观点为基础，

他们的目标是文化交流，而本地化的翻译则是针对国际客户工作的公司产品。传统的翻译形式已经从纯粹的文本发展

为与方案、多媒体、工程和游戏、网站、应用程序，甚至与产品相关的文档。本地化文本的翻译不再局限于纯文本，

翻译人员需要根据产品内容和呈现形式适当转换文本格式。转换涉及技术问题。译员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计算机控制

能力，还需要能够快速学习新软件，并建立与产品相关的翻译库。同时，为了提高翻译质量，有必要根据相关原则对

本地化进行评估。总之熟练掌握 翻译能力和相关领域专业知识才能做好本地化翻译。 

2 翻译人才语言服务能力体系 

国际口译员提供语言服务的能力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他们建立了国际翻译能力系统，其目的是为

研究国际翻译能力发展途径奠定基础。国际笔译员的语文能力包括内部和外部的能力。语言能力包括土著语言、目标

语言、翻译技能、跨文化交流能力、翻译技术的实际应用以及在当地提供服务的能力等要素，翻译是转换源语言和目

标语言的过程，翻译是指原始作者在原始语言中使用的语言。目标语言是翻译或从源代码中收集的语言。在翻译中，

译者所使用的语文是翻译，如果翻译成英语，则是源语言，目标语言是中文。此外，知识和翻译技能是语言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百科全书的意思是翻译员拥有的多学科知识和一般知识。从广义上说，翻译技巧是指翻译员的翻译理论

和策略，以提高翻译质量。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翻译技能在提高翻译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代，仅靠语言

能力无法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国际口译员也需要语言能力。不同文化间沟通的能力是一种非语言能力，即在多

元文化背景下沟通的能力。语言是文化的手段。“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从语言转变为一种手段。”因此，翻译员的

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外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语文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将跨文化语言、文化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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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知识转化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素质和能力”是加强语言服务能力的关键。此外，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翻

译技术在加强语文服务能力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语文服务领域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

助翻译技术，它们在提高语文服务质量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业务能力是语文翻译技能的必要条件，是根据经验培养

人才的关键。国际翻译员如果要更好地为区域经济服务，还需要在当地提供服务的能力。 

3 全球化视域下的本地化建议 

3.1 培养目标 

国内职业要求发展在国际竞争方面领先的高级专业人员。重点是提高学习者的语言和翻译技能、跨文化能力、信

息技术语言技能以及工业、组织、企业管理和营销能力，使学习者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3.2 职业方向 

根据当地职业的社会发展需求、市场需求和职业特点，当地职业可以确定若干趋势：当地翻译趋势、当地工程和

测试、地方管理和当地营销。培养熟悉当地翻译规则、掌握翻译技术和工具并具有当地翻译能力的笔译员；发展当地

工程领域的信息技术和当地技术应用技能并面向测试；发展地方行政机构发展具有管理地方企业和管理地方行政管理

能力的专业管理能力；当地营销使当地有能力了解世界当地市场的供需情况，并有能力在全球市场上规划和销售产品。 

3.3 课程设置 

当地职业课程应兼顾职业培训的目标和趋势以及市场和应用的需要。为了保持专业、实际和进步，可以利用国家

和国际大学的当地课程。地方课程可分为基本的专业课程和专业指导课程。包括语言、翻译、文化间交流和当地课程。

地方职业指导课程是专门课程，满足每个地方职业的职业技能要求。当地的经验结合了信息技术、翻译理论和实践、

跨文化交流，从语言到翻译、技术及项目管理和营销。应根据专业指导制定课程组合。课程可分为当地翻译课程、工

程和测试课程、地方行政课程和当地营销课程。当地翻译培训课程包括软件和网站、游戏本地化、计算机辅助翻译、

视频、术语翻译和基本项目管理课程。此外，还应开设本地工程和测试课程，包括软件设计、多语种大数据分析、数据

库和术语设计与应用、软件国际化和软件工程、计算机辅助翻译、自动翻译应用、，软件测试与翻译项目管理系统。本地

管理培训课程包括项目管理基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基础、会计、本地翻译和翻译项目管理、翻译管理系统、计

算机辅助翻译等课程。本地市场营销课程包括市场营销、基础技术写作、消费者心理学、应用数学、基础项目管理、本

地市场营销和规划。将上述课程与本地化翻译内容相结合将大大提高就业者的专业技能，使之更好的适应市场需要。 

3.4 教师建设 

培养教师是当地职业教育的一项基本任务。由于当地的跨学科性质和做法，应成立一个由翻译、文化、技术、行

政和营销等领域的教师组成的多学科小组，各机构专职教师之间的分工。来自外语学校、高级翻译学校、软件学校、

管理学校和商学院的全职高中教师可以定期与当地公司交流学习，参加当地及国际培训和研讨会，一方面及时更新自

己的知识，另一方面掌握市场需要，加强与当地公司的项目合作，并加强 人才发展方面的联合培训。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作为企业，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进行思路的不断改变和更新，并且充分认知和明确国际市场出

现变动的情况，同时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制度创新和改革以及技术投入等角度出发，更好更快地推动企业的国际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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