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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名称：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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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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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翻译专业硕士（MTI）学位的培养方向是英汉双语口笔

译毕业生。本专业以培养英汉、汉英口笔译领域高级专业

人才为目标，旨在培养研究生掌握全面的口笔译技巧和不

同文体的口笔译方法；使他们基本胜任联合国正式文件的

翻译，胜任有一定深度的政治、经济、金融、法律、军事、

科技等领域文本的翻译；基本掌握现代笔译工具及翻译软

件的使用，基本掌握团队承接大型笔译项目的技能。

导师队伍整体结构与规划，比较合理，目前有 MTI 校

内导师 34 人，其中硕导 33 人，博导 13 人。整个导师队伍

职称、年龄、学历和学缘结构合理，且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翻译系教师是教学的骨干力量，专职教师 8 人，其中 1 名

教授（1 名博导），3 名高级讲师（硕导），4 名讲师（硕导）。

近三年招生情况：2019 年招生 32 名（笔译 22 名，口

译 10 名全日制）；2020 年招生 32 名（笔译 22 名，口译 10

名全日制）；2021 年招生 38 名（笔译 24 名，口译 14 名全

日制）。

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

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核，授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

证书。

目前 MTI 在校人数有 73 人，均为全日制翻译硕士。已



经毕业的学生就业率达百分之百，主要工作单位有外企、

银行、大中院校、出版社、国有企业、翻译公司等。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本院 MTI 专业硕士学位每年招生分两批进行，第一批

录取各个高校免考推荐保送生，采取学生自荐和学校组织

专业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录用，一般比例不得超过当年录取

人数的 50%。第二批录取国家统考学生，按初试成绩和复试

成绩综合后的排名，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年份 录取

人数

学院录取研究

生总数（比

例）

来自 985/211

高校人数（比

例）

来自综合性

大学人数

（比例）

有无退学生

2019 32 90（35.6%） 15（16.7%） 12（13.3%） 无

2020 33 89（37.1%） 21(23.6%) 16(18.0%) 无

2021 38 98（38.8%） 22(22.4%) 13(13.3%) 无

本院 MTI 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必须完成不少于 15 万字

的翻译工作方能获得申请论文开题的资格。除了开设翻译

实践课程以外，我们通过实习基地，为学生增加大量翻译

实践机会。其次，导师带领学生做项目，进行翻译实践教

学。每个星期翻译一定章节，然后就翻译中的难点进行汇

总、讨论，互相校对和审稿，在完成项目过程中提高翻译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本院亦大力开拓学术交流

机会，拓展同学的学术视野，锻炼他们的专业能力。

在论文开题和论文答辩环节上严格把关，组织实施



“三审”和“三查”制度。“三审”是导师审定、答辩组审

定和专家委员会审定；而“三查”则要求专家委员会对各

答辩组的选题或论文进行统一核查，鉴定选题或论文是否

通过、基本通过、重大修改后通过或不通过，将专家委员

会集体决议形成文字，发送给相关学生和指导教师，并在

指定时间内对基本通过和重大修改后通过的选题进行复查

和再查。2020 届 MTI 研究生毕业答辩首次邀请校外专家参

加，进一步保障研究生论文质量。根据近 3 年来毕业生论

文调查情况，整体上较好，良好率达 85.8%以上。

本学位的整体运行较好，达到了学位授权点的要求。

同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1）师资队伍年龄结

构有断层，校外导师不够；（2）实践基地利用不够。

针对以上不足有以下改革对策：（1）改善翻译师资队

伍结构，增加 50 岁左右的教授和 75 后、80 后年轻教师，

同时聘请更多的业界导师。（2）加强学生实践基地的建设,

要让每个学生都到实践基地实习。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针对本学位点 MTI 教育的具体思路与举措，我们必须

深化专业学位教学理念，突出专业学位实践教学特色。我

们具体对策是：（1）对任课教师提出更具体的要求，要求

减少课程里的理念讲解部分，加强技能训练；（2）调整相



关考核政策，鼓励更多教师开设有针对性的翻译课程；（3）

聘请具有丰富翻译实践经验的翻译家来复旦开展系列讲座，

并请翻译公司的译员来教授“翻译实务”课程。（4）加强

实习基地的使用，选派学生在不同时间段去实习基地接受

真实翻译任务，熟悉翻译职场流程和相关要求。同时，想

方设法实行教学指导奖励政策，提高翻译实践教学数量和

质量。另外，要改善师资结构，提高生源质量。根据需要，

加大年轻教师的比例，并适当引进 1-2 名翻译技术人才。

同时，学生论文导师中增加业界导师比例。在招生时，提

高对翻译实务要求，有翻译经验的考生优先录取。增加职

业译员的录取比例。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本院 MTI 教

育要思考增加更多翻译语对，进一步开拓专业教育空间。

我院 MTI 教育中心目前只开设英汉和德汉翻译项目；学院

众多优势学科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例如，日汉翻译、

法汉翻译、韩汉翻译等。唯有强化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MTI

教育中心的职能，完善其培养体制与机制，设置专职行政

人员，时机成熟后考虑外延为“复旦大学 MTI 教育中心”，

进一步结合本校的综合性院校学科特色，更好地培养翻译

人才，为上海发展提供高规格的语言服务做贡献。拓展国

际交流，探讨合作办学，提高专业学位国际化程度和行业

化程度。利用复旦大学综合资源优势，招收国外留学生来

学习翻译或者把我们的学生送到目标语国家学习一年，提



高外语素养；同时，积极和世界 500 强语言服务公司合作

定制培养翻译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