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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专业英语主要是指与经济管理有关

或涉及到经济管理的英语，是英语语言知识和经

贸知识的结合。作为一门具有专门用途的英语，

经济管理英语有其所特有的词汇特点： # $ % 经济管

理专业英语涉及面广，词汇量大，大量使用了涉

及各领域的专业词汇以及在各专门领域中使用的

行话 （&’()*+）； # ! % 大量使用专业术语。大量使

用专业术语是专业英语的特征。专业术语是指某

一学科或领域中使用的专门用语。由于其表述概

念 的 准 确 性 和 科 学 性 ， 在 管 理 领 域 里 经 常 被 使

用，使文章和商务文件所描述的内容更准确，内

涵更丰富，使同行业的人员间更容易沟通，也使

文章和文件的撰写人表现出专业化的水平。

经 济 管 理 专 业 英 语 还 因 其 所 涉 及 的 范 围 很

广，各种文章的风格和语法特点差异很大，主要

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偏重于学术性的， 一类

是面向实践方面的。学术性的材料使用的语言一

般风格严谨，逻辑性强，因此语句较长，结构较

复 杂 ； 其 所 描 述 的 内 容 通 常 条 理 分 明 ， 组 织 严

谨，表达准确。另一类实践性很强的材料有时也

称 之 为 商 务 英 语 ， 它 的 特 点 总 的 来 说 是 简 明 扼

要 ； 在 语 态 方 面 较 多 使 用 主 动 语 态 以 使 句 子 简

单，表达有力。

由于经济管理专业英语的上述特点，给我们

在英译汉的时候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这就使得我

们在翻译的时候尽力去寻找和遵循一些方法和步

骤。

一 专业术语的翻译

理解和翻译专业术语是有一定难度的，在翻译

专业术语时，一般会采取以下几个方法：

!" 根据原文的上下文确定专业术语的意思。

例如：,-. /+0.(.10 (’0.1 /1 0-. 2/33.(.+4. 5.06..+ 0-.
7’89.1 *3 49((.+0 ’+2 3909(. )**21: 我们在理解翻译

这句话中的 /+0.(.10 的时候，会发现该词有多种意

思 ， 但 根 据 上 下 文 的 理 解 ， /+0.(.10 (’0. 是 “利

率 ” 的 意 思 ， 因 此 ， /+0.(.10 就 要 选 用 字 典 中 的

“利息”这一意思。

#" 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所

掌 握 的 专 业 知 识 ， 寻 找 相 应 的 汉 语 表 达 。 例 ：

;8.’(8<= 0-.(. ’(. >’+< 6’<1 0* 1.)>.+0 ’ >’(?.0=
590 +*0 ’88 1.)>.+0’0/*+ ’(. .33.40/7.: 在 翻 译 理 解

1.)>.+0 （小 部 分 ） 和 1.)>.+0’0/*+ （分 割 ， 切

断）时，根据上下文和市场营销方面的知识， “细

分”和 “市场细分”才是最佳选择。

$" 对两种语言之间不完全等值的专业术语，

在不能找到完全等值的术语的情况下，可在翻译过

来的术语前后增加解释性的词语以准确地表达原

义。例：@ 4*>A’+< 1-*982 .+4*9(’). 10’33.(1 0* 2.B
7.8*A >980/A8. 1?/881 (’0-.( 0-’+ 1A.4/’8/C.2 ?+*6 D
-*6: 在此例句中，?+*6 D -*6#?+*68.2). *3 -*6 0*
2* 1*>.0-/+)= 做某事地专门知识 %在经济管理中它

的特定意思是 “企业自己所拥有的但又没有取得专

利权的挂历管理和技术知识”，因此，例句中的该

词可译为 “技术和管理诀窍”。

%" 有些术语不能找到对应的术语来表达，可

以用音译的方法，或者采用普通的，意思明确的词

语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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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句子的翻译

翻译是不同的语言之间表达方式的相互转换

的过程。英译汉的工作就是译者必须对原作有透

彻的理解，然后尽量摆脱原文形式的束缚，运用

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手段，把原作 “忠实” “通

顺” “完整”的表达出来。对经济管理专业英语

进行汉译时，即要做到通俗易懂，又要反映出经

济文本的特殊性，因而必须灵活处理，遵循一些

具体的方法和技巧，掌握一定的规律。

!" 选择恰当的词。英汉两种语言中同义词，

近义词都很多，但一个词能够完全代替另一个词

的并不多。选词时要考虑到原文所表达的全部内

容语言风格，语气语态，内容背景等各种情况以

及汉语的搭配习惯。经济管理专业英语语言的独

到之处在于它的语言文学性。众所周知，文学即

语言艺术，经济语言从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文学的

语言艺术，如语气时态的变化，修辞格的使用等

等，因而在汉译时应尽量保留体现，使译文不仅

准确无误，而且自然流畅，体现鲜明的汉语特点

和语言规律，这样，译文就能符合中国人的思维

逻辑和鉴赏习惯，中国读者就能感受到其形象性

和艺术感染力。

例 ： #$%&’ $() *%+(*%’*,$--. /($0*-) )%+*+*)’1
23*,3 *’ 23.1 3*’+4(*,$--.1 +3). 3$5) *%5)’+)6 ’4
78,3 *% +3) 9()+)%,) 4/ ’),8(*+. $%6 ’4-*6*+.: ; 银行

使具有内在脆弱性的实体，因此它们历来花费很

大财力制造自己安全与殷实的假象 <。
译文将银行这一概念拟人化，译成 “制造假

象”，即贴切表达原文意思，又生动形象。

#" 组织精练的句子。英汉两种语言表达习惯

不同，翻译时不能拘泥于原文的句式结构。专用

英语的特点之一时长句较多，句法关系复杂，因

而在翻译的时候要弄清句法之间的关系，挑明并

突出句子的主语部分或中心词，利用汉语语言的

特点，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对原文进行适当

的增，减，重复，甚至改变句子的原有结构。

例 ： =3) 0-4>$- ,$9*+$- 7$(&)+ *’ $ +()$,3)(48’
$*6 +4 ),4%47*, 0(42+31 >8 *% +3) )%61 $>45) $-- /4(
+3) 944(1 $% *%6*’9)%’$>-) 4%): ; 全球资本市场时经

济增长的一个不可靠的助手，但是，最终，尤其是

对穷国来说，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助手 <。
在对这个句子进行翻译时，将其同位语部分

$% *%6*’9)%’$>-) 4%): 处理为单独的句子，将并列

的两个状语部分 *% +3) )%6 和 $>45) $-- 处理成两个

不完整的分句，使译文层次分明，更符合汉语习

惯。

$" 采用灵活的表达方式，也即采用直译和意

译相结合的方式。直译使指译文既保持原文的内

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尤其是原文的文化色彩。

经济管理专业英语中的理论概念，新的经济现象所

产生的经济术语，由于理论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在

翻译时必须把握其原文字，词的准确内涵，因而采

取严谨的直译法。例：)?9)(+ ’.’+)7;专家系统 <，
+3) +3*(6 2$5) ; 第 三 次 浪 潮 <， 6879*%0 ; 倾 销 <，
5$-8) ,3$*% ;价值链 <等等。

意译是指让译文能正确地表达原文地内容，但

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任何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表达

方式，经济管理专业英语也不例外。由于其文章需

要流畅，并且要求简洁，因此也需要修辞。经济学

中采用大量的事实和逻辑，其中相当多的命题采用

了隐喻，隐喻也就成了最重要的经济学修辞手段。

对此， 我们多采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例 ： @*03+ %421 $ -4+ 4/ ,479$%*)’ $() &*,&*%0
+3) +*() $%6 +(.*%0 +4 6)+)(7*%) 342 A=B,$% *79(45)
+3)*( %)+24(&’’ 49)($+*4%: ;现在很多公司正加紧研

究，试图弄清异步传输模式是怎样改进其网络的运

行的 <。
总而言之，在理解翻译经济管理专业英语的时

候，即要做到忠实，通顺，完整的表达原文，同时

又要符合汉语习惯，尤其还要考虑到其独特的语言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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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文字中又交待了一次，这是清风寨武

知寨小李广花荣。同样的身份，交待了两次，重

复累赘。但于这类似乎多出来的诗词，在未找到

确凿的证据时，它依然得存在于小说之中。袁圣

时先生曾就此指出# “就写作艺术论，则吾国小说

之特短者一，写景是也。” “此空泛、平板、杂

乱之写景# 非特无助于文情，且有碍于事件之进行

⋯⋯一似拙劣画片之嵌人文中，明见其不称。” $ % &

有助于文情，无助于文情，称与不称的判断还可根

据实际情况来研究、商榷。但， “似画片之嵌入”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这类嵌入的诗词，

本来并非首首皆为原作所有，于小说的完整性、严

密性以及延续性有的有用，有的没用，但跟古之小

说写作的习惯有关，要持一个辩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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