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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加深，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

外国人员、企业和组织来华数量快速增长，中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数量增大，各类涉外利益

纠纷、权益保护事件急剧上升，涉外司法案件的处理日益成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

的一项特殊而重要的工作。加强涉外司法工作离不开全方位提升司法实践中语言沟通效度，

其中的司法翻译，尤其是涉外司法文书翻译和法庭口译的规范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涉外案

件的正常审理与公正审判，直接体现我国法治文明形象，甚至影响到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鉴于我国译员职业定位不够精准、司法翻译服务随意性强、司法文书错译乱译现象严

重、法庭口译人员职业素质和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受中国翻译协会委托，中国翻译协

会法律翻译委员会牵头，联合部分法院、检察院、律所、高校和标准研究院共同编制了该部

《司法翻译服务规范》，供司法翻译服务参与各方参照使用。 

 

一、编写目标 

1. 明确司法翻译人员应该具备的职业准则、基本知识和能力。 

2. 统一我国司法翻译服务标准，提高我国司法翻译质量，促进涉外案件诉讼及纠纷有   

效解决，助力我国法治建设。 

3. 为司法翻译口笔译人才培养、培训、考核和资格认定提供依据。 

 

二、编写思路 

1. 指导文件 

本规范是已有国家翻译服务标准在司法领域的细化和专门化续篇。本规范主要参照国家

标准 GB/T19363.1-2003 《翻译服务规范 第 1 部分：笔译》、GB/T 19363.2-2006 《翻译服

务规范 第 2 部分：口译》；团体标准 T/TAC 1-2016/ISO 17100:2015, IDT《翻译服务-笔译服

务要求》、T/TAC 3-2018/ISO 18841: 2018《翻译服务-口译服务要求》、T/TAC 2-2017《口笔

译人员基本能力要求》、ZYF 012—2019《译员职业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以及国际标准

ISO 20228 《口译服务 -法律口译要求》（ Interpreting services— Legal interpreting —

Requirements）进行编写，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 

2. 必要性和可行性 

上述翻译规范或要求对翻译服务行业提出了相应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翻译服务评

价提供了有力依据。但鉴于司法翻译的专业特殊性和法律语言表达的独特性，有必要针对侦

查、检察、审判、公证等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翻译活动编制专门的服

务规范。因此而出台的规范将对我国司法翻译行业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有利于强化司法翻

译服务参与各方的规范意识，提高司法翻译质量，促进公正司法、提高我国司法公信力。 

3. 内容 

司法翻译服务涉及到司法翻译人员和委托方，委托方可能涉及到司法机关、当事人或翻 

译公司，等等。除以上各方外，司法翻译，如法庭翻译，还可能面向庭审证人、律师等人员，

因此司法翻译服务规范涵盖众多方面和层面。但鉴于司法翻译服务质量主要依赖于司法翻译

人员的基本能力、实践经验和综合素质，所以本规范主要规定了从事司法翻译人员的基本职

业准则、基本条件和业务能力，此外，为了提高司法翻译人员的自我约束力，维护司法翻译

服务秩序，本规范在最后对司法翻译人员在司法翻译服务中出现的失误和失范行为进行了描

述并提出了规避建议。 

鉴于司法翻译服务流程及采购与一般性翻译服务流程和采购差异不大，并且国内已有相

关标准，因此本规范不予包含。 

4. 局限性 



司法翻译服务其他参与方以及翻译场地和设备对司法翻译服务质量也有一定影响，但是 

考虑到双方权利和义务可以归属立法和制度层面，而资格认定要依照国家规定施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 号）），因此，

本规范保留再做修改和修订的可能性。 

5. 团队 

鉴于司法翻译的法律专业性，本规范起草和论证团队由来自业界（法院、检察院、律所

等）、学界（高校等）以及行业（译协、标准研究院等）具备法律、外语和翻译专业知识和

经验的人士组成。 

 

三、编写过程  

中国翻译协会于 2020 年初批准本规范起草方案后，法律翻译委员会牵头联系并邀请以

下单位有关专家组建了起草组和专家组：中国翻译协会法律翻译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西

南政法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高文律师事务所。 

起草组主要负责汇总编写意见，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草拟规范文本。专家组负责把握规范的编写思路、架构和重点内容的

表述等。 

编写期间起草组认真学习研究了上述国内外相关标准，多次开会研讨规范编写问题，与

专家对术语和条款反复推敲。编写结束后专家组对规范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修改意见。 

 

总之，本规范在中国翻译协会的指导下，凝聚了已有国内外同类标准的知识和经验，以

及参与编写和论证人员的智慧和才学。本着促进中国语言服务行业规范化建设、助益我国涉

外司法建设工作的美好愿望，编写组为本规范形成与发布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尽管如此，因

时间和能力有限，规范难免尚存不足之处，恳望各方人士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