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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业务探讨

目前，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

文字英文翻译依然存在诸多弊

端。虽然互联网翻译涌现一大批

优秀的平台和商家，但是互联网

翻译机构在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

英文翻译过程中机械式直译现象

严重，在市场中所占比重超过

50%。随着消费者对进出口食品需

求的扩大，食品包装文字英文翻

译的质量涉及广大消费者的利

益，不理想的翻译甚至会导致海

内外消费者对食品以及企业产生

负面误解，这对我国进出口食品

商贸公司而言，在激烈的国际市

场当中想要谋求更多的市场份

额，打造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并

不利。基于此，立足我国进出口食

品包装文字英文翻译的现状，针

对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文

翻译存在的瓶颈难题与障碍进行

分析，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希望促进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文

字英文翻译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为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文翻译

机构提供参考并希望解决现实难

题。

一、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

文字英文翻译发展现状

（一）翻译质量显著提升

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

文翻译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但是

近年来英文翻译机构数量迅速增

加，尤其是 2015 年之后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与

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以及欧洲

展开密切的经贸合作，带动我国

优质食品出口到全球范围，出口

食品包装文字的精准翻译更为重

要。另外，进口食品消费规模在不

断地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样

在推动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翻译

行业的发展，优秀的英文翻译机

构不断地涌现。2020年我国进出

口食品包装文字优秀英文翻译机

构，具有知名影响力与市场规模

的达到 24 家，相比较 2016 年数

量翻 2倍。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

优秀英文翻译数量，同比增幅正

在保持稳步增长。截至目前为止，

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优秀英文翻

译 数 量 ， 同 比 增 幅 保 持 在

25.89%。随着优秀英文翻译数量

以及机构的增加，给消费者带来

相对良好的消费体验，同时有力

地促进我国进出口食品贸易规模

的扩大。

（二）翻译失真现象屡屡发生

根据数据分析，截至 2019 年

底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英文翻译

失真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达

到 51件，能够引起消费者广泛关

注并且成为社会争议焦点，离不

开国内人均文化水平的提升。众

所周知，进出口食品商贸公司对

包装文字英文翻译失真，将会造

成消费者对企业形成负面影响，

而且这种负面影响目前保持在

70%以上，这充分说明进出口食品

包装文字的英文翻译，对企业商

品在市场中销售产生直接的影

响。另外，随着我国茶叶、民族特

色食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销

售过程中，如果英文翻译失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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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严重，既不利于商品的销售，对

塑造我国食品出口贸易公司的形

象也极为不利。粗略数据统计：海

外市场消费者对食品包装文字英

文翻译失真，甚至理解为欺骗消

费者，持这一种观点的消费者大

约在 60%左右。

（三）产学研结合发展成果显

著

当前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文

字英文翻译在“生产、培育、研究”

三位一体结合发展方面取得显著

的成果。随着食品包装文字英文

翻译产业化发展，高等院校英文

翻译独立开设课程，专业英文翻

译人才院校与校外实践基地合作

日益频繁。2019年我国翻译院校

实践基地数量扩大到 39家，翻译

院校实践基地数量的增加，能够

提供更多的高质量进出口食品包

装英文翻译产品，有助于翻译专

业人才积累实际工作经验。其次，

食品包装文字英文翻译教学与研

究方面，我国翻译院校承接的英

文翻译研究项目数量已经高达 71

个，充分体现出产业、教学与研究

三者结合的发展模式日益成熟。

与此同时，我国食品包装文字英

文翻译，在专业性人才培育方面，

投资规模提升到 0.84亿美元。但

是我国英文翻译市场人才缺口依

旧持续增长，随着进出口食品贸

易规模的增长，食品包装文字英

文翻译需要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高等院校教育与研究所、企业共

同合作发展，成为我国食品包装

文字英文翻译发展的主要方向之

一。

（四）与互联网翻译机构合作

扩大

近 5 年来，我国食品进出口

贸易过程中食品包装文字英文翻

译行业发展，面临较大的一次冲

击与产业的转变当属 2020 年疫

情对全球经济以及工作方式的冲

击。当然 2018年美国恶意挑起与

中国贸易摩擦也产生一定的影

响，但是并没有实质性地对英文

翻译行业本身产生根本性的变

化。2020年我国优秀的互联网食

品包装英文翻译机构数量，已经

迅速增长到 12家，主要是指具有

市场规模、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

名度的互联网翻译机构。随着疫

情冲击与工作方式转变，更多的

互联网翻译机构，正在与进出口

食品商贸公司之间展开密切合

作。互联网翻译机构翻译整体占

食品包装总翻译市场的 47.14%，

与 2019年相对比，新增近 20%的

市场份额。

二、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

文字英文翻译存在的问题

（一）语法与用词错误普遍

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

文翻译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主要

弊端就是语法与用词的错误。根

据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和汇总，进

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文翻译中语

法与用语错误相当普遍。首先翻

译工作人员对专有名词、约定俗

成的词组，以及固定的词组搭配

依然容易忽视。比如：将“川菜”采

用直译法，根据“川菜”字面意思

直接翻译为“Sicilian food”。然

而根据专有名词以及市场中约定

俗成的词组搭配方式，正确的翻

译方式应该是“Sicilian cui-

sine”；与此同时，国内产品在对

外出口过程中，部分产品的成分

表当中普遍存在的错误，就是将

“食用香精”翻译为“yeast ex-

tract” 或 者 翻 译 为“edible

spices”，然而“食用香精”作为专

有名词，正确的常用翻译主要分为

两种，分别是：“edible essence”

或“food flavor”。其次，部分食

图 1 2016-2020年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文翻译失真数据统计

数据来源：互联网整理所得

表 1 2016-2020年食品包装英文翻译与互联网翻译机构合作情况

数据来源：2016-2020年产业信息网数据统计

年份 互联网食品包装英文翻译机构数量 进出口食品翻译占食品包装总翻译比（%）

2016 4 18.96%

2017 5 23.67%

2018 5 26.92%

2019 7 29.02%

2020 12 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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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包装名称翻译过程中，词语本

身具有相近的意思，但是具体使

用的对象以及使用的环境不同，

翻译的名称也是不一样的。例如：

青藏高原特色产品“牛肉粒”，被

翻译机构翻译为“beef parti-

cle”，但是根据对单词意思的分

析，“particle”主要是指物理的

微粒、粉尘，诸如此类的语法错误

或者用词错误，在我国进出口食

品包装文字翻译过程当中屡屡发

生。

（二）缺乏统一的译文形式

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

文翻译缺乏统一的译文形式。因

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的翻译不仅

局限于对食品名称进行翻译，对

外出口贸易的食品在海外市场能

够合法地销售，还要对进出口食

品包装当中的“生产日期”“保质

期”“使用方法”等固定的内容，

进行准确、严谨、科学的翻译。然

而，在现实当中，我国进出口食品

包装文字英文翻译，对“生产日

期”“保质期”“使用方法”不同

的品牌，以及同一品牌不同的食

品，所采用的翻译译文形式各不

相同。例如：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

当中，对“生产日期”存在两种不

同的翻译形式，“生产日期”通常

会翻译为“production date”，但

是仍然有部分进出口食品包装文

字英文翻译为“date of manu-

facture”，这种缺乏统一形式的

译文商品，在市场正常流通过程

中，会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困惑。

与此同时，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

英文翻译，对于食品“保质期”存

在近 5 种不同的 翻译形式：

“shelf time”“storage time”

“guarantee period”“quality

guarantee time”“best before”。

因此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

文翻译，针对固定的、必须翻译的

单词，无论是英译汉或者是汉译

英，都应该进一步地进行规范并

尽快形成统一的译文形式。

（三）科学性与艺术性失衡

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英文翻

译，在对包装文字进行具体翻译

时，很难把握科学性与艺术性之

间的平衡。英文翻译机构与英文

翻译工作者，须精准地把握住科

学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平衡点。但

是随着国内互联网英文翻译机构

迅速的崛起，传统的翻译机构仍

然固执地保留刻板的翻译方法，

以至于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严重

失衡。对进口食品进行翻译，或者

将国内对外出口食品进行翻译，

难以避免的就是翻译之后的名称

出现问题，要么丧失语言艺术性，

要么过于追求艺术性丧失商品名

称原有含义。纵观国内进出口食

品包装文字英文翻译成功的案

例，其中：“可口可乐”是最为典型

的，将“Coca”巧妙地翻译为“可口

可乐”。首先，尊重原商标，使翻译

之后的名称与原商标名称之间具

有高度的关联性，体现了食品包

装文字英文翻译的科学性和严谨

性。其次，体现出语言的艺术美

感，通过“可乐”，强调该食品带给

消费者的愉悦体验。

（四）存在机械性直译现象

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

文翻译机械性直译现象严重。存

在机械性的直译现象其中主要原

因是国内英文翻译机构与英文翻

译工作者缺乏对不同民族文化以

及习俗的了解，认为采用稳妥的

直译法，字字对应能够最大限度

地保证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文

翻译的准确性。但是过度的、高频

率的使用直译法，就会使进出口

食品包装文字英文翻译非常机械

化，缺乏语言艺术性，也无法满足

年轻消费者对食品包装文字追求

个性化的需求。当然，直译现象严

重，尤其是对进出口食品包装文

字采用机械化的直译，也是因为

翻译机构与进出口贸易企业，对

于语言环境、表达方式、语法习惯

等差异性不够重视。如将“开袋即

食”翻译为“open the bag ready

-to-use”，但是“ready-to -use”

本质意思为“随时可用的”，形容

词不能用于修饰动词短语，甚至

将“见包装背面喷码或打码”直接

翻译为“see the back sprayed

code or printed code”，然而正

确的翻译方式应该是“see the

code on the back of the

package”，诸如此类的机械式的

直译，使得消费者难以理解，对产

品本身形象会造成严重的损毁。

三、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

文字英文翻译发展的对策

（一）提高工作责任感与翻译

水准

我国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

文翻译要提升翻译者的翻译水

准，增强进出口食品商贸企业以

及翻译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

感。对部分专有名词标准的翻译

方法，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文

翻译人员须要深刻地掌握和理

解。在对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

文翻译过程中，英文翻译者要对

产品的本质属性深刻地掌握和理

解，在具体翻译中，须要格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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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中已经约定俗成的专业名

词、专有名词的使用方法；企业必

须高度重视对工作人员责任感的

培养，定期通过开展专业翻译培

训讲座，提升英文翻译者的工作

能力与水平，确保我国进出口食

品包装文字英文翻译，既能够体

现语言的艺术美感，又能够科学、

严谨地表达出食品包装文字的具

体内容，避免消费者产生更多的

误解。

（二）需要构建统一的翻译标

准

构建统一的翻译标准，尤其是

针对“生产日期”“保质期”“使用

方法”，由国家市场监管部门主

导，高校和企业共同参与，制定出

具有统一标准的译文形式。海外

市场消费者以英语为母语，混乱

的译文形式必然会让他们错误地

理解为我国对外出口的食品是假

冒伪劣产品，甚至不利于我国食

品走出国门融入国际市场，必然

会影响到我国出口食品贸易的规

模。当然在对进出口食品包装文

字进行英文翻译时，首先要避免

过度使用机械式的直译方法，进

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文翻译频繁

地发生乌龙事件，有翻译工作人

员本身的能力水平问题，更重要

的原因在于，进出口食品包装文

字英文翻译，目前没有统一的翻

译标准。例如：将“葱花薄饼”进行

翻译，水平较高的翻译人员会直

接翻译为“green onion pan-

cake”，但是翻译水平较低的工作

人员，由于缺乏食品包装文字英

文翻译统一的标准，会按照个人

的理解将其翻译为“onion flow-

er pancake”。

（三）注重科学性与艺术性，

避免翻译过度艺术化

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英文翻

译，要注重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

的平衡，要避免翻译过度的艺术

化。无论是出口食品还是进口食

品，虽然面对的消费者所处文化

不同，但是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

的翻译须强调语言的简练性，能

够使消费者一目了然。但目前传

统的食品包装文字翻译机构，以

及互联网食品包装文字翻译机

构，在针对进出口食品包装文字

进行英文翻译的过程中，反而过

度地强调翻译的艺术性，导致食

品包装文字翻译之后，脱离生活

用语，让消费者难以理解。当然也

存在既能够兼顾科学性，同样能

够体现语言艺术美感的翻译案

例。例如：美国化妆品“Origins”

进入我国市场之后，被优秀的翻

译工作者翻译为“悦木之源”，其

中单词“Origins”原本的意思主

要是指生命的起源。我国翻译工

作者将这一单词“Origins”翻译

为具有语言艺术美感的四字词语

“悦木之源”，反而在无形之中增

强了品牌的艺术感。

（四）需要充分考虑区域文化

差异

无论是互联网翻译机构，或

者是进出口食品商贸企业的翻译

人员，都应该在充分考虑区域文

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对产品的包装

文字进行翻译。首先，要立足于民

族文化的差异性，针对性地进行

精准的翻译。例如：我国四川的特

色食品在对外出口贸易过程中，

翻译工作人员先要深入了解食品

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背景，结合整

体的文化因素，杜绝逐字逐句的

机械化翻译，以最大限度保留特

色食品本身的文化韵味。比如：四

川特色食品“龙抄手”的翻译，需

要深入了解我国历史文化，在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龙”受到万

民的崇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

腾，其中“馄饨”是中华民族传统

的美食，在四川地区又被称之为

“抄手”，结合历史文化应该准确

的翻译为“Long Wonton”。不仅能

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有内

容，同样能够通过食品包装文字

的英文翻译，向海外市场消费者

传递文化韵味，能够满足青年消

费者对个性化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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