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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翻译组织通过在超国家层面整合各类资源推动翻译领域及行业的发展，但学

界对其资源整合模式关注有限。本文以国际机器翻译协会（IAMT）为案例，借用管理

学中的资源基础理论系统梳理该组织及其分支机构的资源整合举措与模式，发现该组织

一方面通过构建机器翻译人才队伍、联通技术资源等方式积累内部优势资源，另一方面

通过整合信息资源、构建关系网络等方式整合外部资源。这些举措以人才为核心，逐步

构建起“内外协同”的语言服务网络及生态体系，促使 IAMT在全球行业网络中发挥着

重要的桥梁作用，从而推动机器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国际机器翻译协会的资源整合模式

值得各类翻译组织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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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t the supranational level. A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irectly related to machine translatio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IAMT) has been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chine translation
worldwide, but few studie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it. Based o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in
manage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IAMT as an example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various initiatives of IAMT. It is found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organization
accumulated internal advantageous resour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talent
team and connectivity of technical re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it actively integrated external
resources by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 networks.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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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国际翻译组织在推动翻译领域及行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不

可忽略的重要作用（詹成、赵睿，2022），各类组织基于自身的职能与定位，引导译者、语言服务

企业、相关机构等利益相关者产生合力，为领域及行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对国际组织而言，发

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能够在超国家层面甚至全球范围整合人力、技术、信息、知识等各类资源，形成

可共享、可持续的资源优势。以国际机器翻译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IAMT）为例，该组织在推动机器翻译行业发展时整合了人力、技术、信息、网络等资源，有别于国

家或以下层面的翻译机构，在内外部资源整合时具有优势（Hutchins, 2001），是其在全球范围内发

挥领域治理作用的关键。就翻译学界而言，尽管少量学者开始关注国际翻译组织（张慧玉、张海

玲，2022），或肯定其重要作用（圣功，1989；穆雷，1991；谢天振，2014），或介绍其发展现状

（柯平、鲍川运，2002；罗存宝，2014），或探讨国际组织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詹成、赵睿，

2022），但对国际翻译组织资源整合模式的关注十分有限，而这正是我们理解其作用机制的关键。

国际组织的管理机制有别于其他类型组织，其资源整合行为也同样如此，因此，分析、阐释代表性

组织的资源整合举措及模式，不仅能够在理论上丰富我们对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更能在实践上为

中国更好地参与专业领域全球治理提供借鉴。

基于此，本文尝试对 IAMT进行深度案例研究，尝试借用管理学中的资源基础理论系统梳理其

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推动机器翻译发展的各项举措，以期在丰富国际翻译组织研究的同时，为

国际翻译组织管理及翻译领域的全球治理提供参考。

二、资源基础理论与国际翻译组织的资源整合

资源基础观（Barney, 1991）是管理学中的核心理论之一。资源指“（组织）控制的所有资

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特质、信息、知识等等，是由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的效率和效益而用来创

造并实施战略的基础”（Barney, 1991）。该理论构造了“资源→战略→绩效”的基本框架

（Mintzberg, 1999），即把企业视作资源的集合体，基于异质性的存在拥有不同类型的资源，这些

资源能够转化为能力，实现企业战略，促进发展，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迁移到组织中也是如

此。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 1984）对战略资源的性质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了四种特性，即价值

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不可替代性。由此可见，资源对于任何组织、领域、行业的发展都至关

重要。

不同的组织活动及战略所需的核心资源不同。就目前的翻译类国际组织而言，实现发展的核心

资源是人力、技术、信息、网络等。其中，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人才培养体系，技术资源主要指前沿

的翻译技术应用，信息资源包括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即时研究与资讯，而关系网络资源主要指与翻译

相关的上下游关系。已有研究指出，内部资源的积累已无法支撑组织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持续

稳定的竞争优势，往往只能将自身资源延伸到外部市场或直接从外部获取优质资源，通过内外部资

源的整合形成核心优势（张慧玉，2016）。因此，很多国际组织不仅需要依靠自身来积累发展所需

的能力和资源，而且需要通过建立与各国协会合作关系等方式构建外部网络，以实现组织间的资源

互补。对于翻译类国际组织而言，内外部相结合的资源整合同样必不可少，这是其推动国际翻译行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Vol. 1, No. 1, 2025 https://www.lslsjournal.com 23

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使其区别于一般的区域性翻译协会或营利性组织。

随着翻译类国际组织的蓬勃发展，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其在翻译领域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如：圣功（1989）向中国学界介绍了世界三大翻译机构的发展现状，即国际翻译家联盟、国际会议

口译协会和国际会议笔译人员协会；赵家琎（1991；1992）对联合国翻译工作及其人员要求进行了

简要介绍；谢天振（2014）梳理了国际译联主办的“国际翻译日”相关阶段演进，研究其中的借鉴

意义；张慧玉、张海玲（2022）梳理了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推动口译职业化的举措，肯定了国际组

织在推动行业发展中的关键角色。这些发现无疑增进了对翻译类国际组织的认识，但有限的学术关

注显然与国际组织在翻译领域全球治理中日益凸显的重要地位难以匹配，对翻译类国际组织资源管

理的关注尤为匮乏。事实上，部分翻译类国际组织已经在资源整合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实践，为我们

凝练切实可行的国际组织资源整合方案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赫钦斯（Hutchins, 2001）在梳理机

器翻译发展历程时即指出，国际组织基于其特殊的定位和地位，在寻找赞助支持、技术人员时具有

优势。基于此，本文尝试借用资源基础观对国际机器翻译组织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系统整理、总

结其解决问题的各项举措，聚焦其核心资源整合，揭示国际组织资源运用的模式特征，从而为其他

国际组织提供参考。

三、国际机器翻译协会的资源整合

20世纪 90年代初，随着互联网和科技产业的出现，机器翻译（MT）技术迅速发展，全球技术

文档、软件本地化和网页翻译需求明显增加，机器翻译的研究和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关

注，协调专业领域治理的国际组织呼之欲出。1991年，亚太机器翻译协会（AAMT）、美洲机器翻

译协会（AMTA）和欧洲机器翻译协会（EAMT）成立；1992年，三大区域性协会联合成立国际机

器翻译协会（ IAMT），成为领域内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全球性国际组织（Vasconcellos,

1996）。值得注意的是，IAMT与其区域协会遵循线性组织结构，强调权责的逐级递减，构成一个

金字塔状的责权管理系统，通过明确管理机构职权确保协会的高效运作及组织稳定性，共同汇聚有

志于推动机器翻译发展的个人、企业及机构，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推动相关技术与知识的产生、应用

及传播（Hutchins，2000）。本研究从资源基础观视角出发，以 IAMT为案例，通过系统搜集、梳

理其官方网站数据、会议记录及其他公开数据，分析其资源整合模式，尤其是人才、技术、信息、

网络四类关键资源的整合与管理。

（一）整合人力资源：构建机器翻译人才队伍

构建机器翻译人才队伍是国际机器翻译协会整合资源的核心。与普通人力资源不同，新兴领域

的机器翻译人才具有稀缺性的特点，可以直接构成组织价值与优势，推动组织与领域可持续发展。

IAMT不仅注重人才汇聚与培养，而且致力于创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环境，以确保机器翻译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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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IAMT及其各区域协会给予的表扬和评审标准

协会 获奖机构 评审准则/获奖者

IAMT 国际机器翻译协会荣誉奖
促进机器翻译发展和/或对 IAMT的宗旨做

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成员

EAMT 欧洲机器翻译协会最佳论文奖

研究问题/挑战的困难程度

研究结果与机器翻译的相关性

论文在科学出版物方面的影响力

AAMT
亚洲太平洋机器翻译协会长尾奖

对推广和发展机器翻译有突出贡献的个人

或团体

亚洲太平洋机器翻译协会长尾奖—学生鼓励奖 被评议为机器翻译领域优秀研究者的学生

设置、授予奖项是 IAMT推动机器翻译研发、鼓励研究人员深入创新的重要方式。如表 1所

示，IAMT及其区域协会都设立了不同的奖项，主要面向协会成员。每个奖项的侧重点与评价标准

不同，但都代表了协会对相关成果及个人的认可，以此鼓励会员积极参与机器翻译研究，为领域发

展做出贡献。例如，亚洲太平洋机器翻译协会长尾奖继承了日本计算机科学家、AAMT第一任主席

长尾真教授的精神，希望发掘能够真正推动机器翻译发展的研究，该协会特别于 2014年设立学生鼓

励奖（AAMT Nagao Award Student Encouragement Award），用于发掘并激励自然语言处理、专业双

语翻译、语言学专家等与机器翻译领域相关的多元人才。截至 2022年，学生鼓励奖已颁发九次，对

有意深入机器翻译领域的年轻人才给予充分的认可与支持。借助协会的国际平台，各奖项使得获奖

者有机会向全世界展现其突破性研究成果，在形成强效激励的同时挖掘机器翻译人才并鼓励创新研

究。

IAMT重视对机器翻译青年人才的培养。相比其他类别的成员，学生会员在会员费和注册费方

面均可以享受一定的减免。例如，AMTA的学生会员只需要支付 50美元会员费，而其他非学生会员

为 100美元，并且，学生会员在参加 AMTA及其他三个相关协会（IAMT、EAMT和 AAMT）组织

的活动时，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费用减免。这些举措降低了青年人才进入协会及行业的经济成本，有

利于整合人才资源，构建代际相传的人才发展模式。

近年来，IAMT尤其注重对青年人才进行职业发展指导。继 2020年 AMTA首次面向学生组织

职业辅导会议后，2021年机器翻译高峰会议上，IAMT专门为青年学生组织了职业指导会，帮助他

们在进入就业市场之前接触机器翻译相关的职业道路。IAMT及其区域分会充分认识到优秀学生可

以为机器翻译发展带来长远动力，而高层次的职业指导不仅可以促使他们了解领域内工作内容，引

导他们接受专业指导，并且可以为优秀学生提供特殊的学习机会。会议鼓励所有对机器翻译感兴趣

的学生报名参加，对背景和经历不设限制，参会学生在会议期间有机会直接与机器翻译专家对话；

从学界、业界的机器翻译专家库中挑选、邀请专业导师参会，请他们基于特定研究领域的专业知识

做经验分享，帮助参会学生明确职业目标并提供直接的建议。面向学生的职业指导对于培养青年人

才、推动机器翻译技术及领域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整合技术资源：实现技术联通应用

研发机构、语言服务商及用户构成机器翻译领域三大主要行动者。然而，由于分布广泛且各有

侧重，这些行动者之间交流机会甚少，不同层次业务链之间的沟通效率低下，技术交流与流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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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不利于机器翻译的技术开发与应用。对此，IAMT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不同行动者之间搭建桥

梁，通过便捷、高效、低成本的产业链联通实现技术应用，以此推动技术资源整合。

IAMT积极推动行业市场调查，为技术资源整合提供依据，促进机器翻译技术研发。卡门森斯

（Common Sense Advisory）市场研究公司每年都会推出全球语言服务市场报告，其中，IAMT负责

对翻译技术相关的调查提供支持。2021年，IAMT协助卡门森斯邀请商业机构、政府组织、服务供

应商和自由职业者代表参加调查，就机器翻译技术在个人或企业中的应用情况提供评价，以呈现机

器翻译的技术应用趋势。该年度的全球语言服务市场报告在 2021年机器翻译峰会上正式发布，充分

说明 IAMT对行业市场调查的支持和重视。这些调查以机器翻译领域诸多行动者的积极参与为基

础，通过收集数据提高技术反馈效率，为技术和服务发展提供支持，促进机器翻译的技术研发与产

业链互动。

IAMT定期举办技术交流展会，为最新技术的流通提供渠道，重视技术的实际应用。在每年的

机器翻译峰会上，IAMT设立专门的展示区，以展示成功商业化的机器翻译产品，展出范围不仅限

于机器翻译系统、工具，还包括多语言技术应用（Yamamoto, 2004）。这类展会向公众推介机器翻

译创新技术成果，为连接产业链的上下游提供平台。具体而言，供应商和开发者可以在正式产品发

布前测试市场反应。在获得用户的第一手反馈后，供应商能够及时改进技术产品和服务。IAMT首

任主席长尾教授就曾明确表示，机器翻译协会的核心是要从技术创新、市场调查和用户体验的角度

协调机器翻译系统的制造者和使用者（Nagao, 1989），即整合技术资源，适应用户和社会的需求，

实现不同使用端的快速应用。

（三）整合信息资源：提供机器翻译信息平台

IAMT及其各区域协会均十分注重整合信息资源，共同搭建机器翻译权威信息平台，举办机器

翻译峰会即是搭建平台的典型举措。该峰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由 IAMT作为主要举办方，AMTA、

EAMT和 AAMT轮流担任联合主办方（表 2），与会者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和所有区域分部的机器翻

译研究人员、开发人员、翻译服务提供商、用户或管理人员，在机器翻译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事

实上，如表 2所示，在 1992年 IAMT正式成立前，三大区域协会已分别在日本、德国、美国成功举

行了三次机器翻译峰会，可以视为是推动机器翻译供应商和计算机语言学家信息交流的初步尝试，

对领域的学术研究及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Czermak, 1989）。以此为传统，历年峰会作为机器翻

译信息交流的综合平台，围绕机器翻译领域组织大量的讲座、讨论、研讨会和培训，通过论文展示

与报告为机器翻译行业从业者及相关群体传递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就机器翻译技术、译员心理和实

际操作等问题提供专业的意见和帮助。除机器翻译峰会外，各区域协会也会定期举办会议，在推动

协会日常管理的同时传播、交流机器翻译相关的信息，推广最新技术，与机器翻译峰会信息平台相

呼应，共同为领域发展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值得一提的是，IAMT作为机器翻译领域的信息来源

具有较高的权威性。Voss和 Zhao（2005）指出，机器翻译研究的引文来源主要来自 IAMT会议论文

集，占所有引文的 55.42%；协会相关期刊（见表 3）排名第二，占比 17.17%。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Vol. 1, No. 1, 2025 https://www.lslsjournal.com26

表 2：机器翻译峰会的年份、举办地点以及联合主办方

年份 举办地点 联合主办方 年份 举办地点 联合主办方

1987 日本，神奈川 AAMT 2005 泰国，普吉岛 AAMT

1989 德国，慕尼黑 EAMT 2007 丹麦，哥本哈根 EAMT

1991 美国，华盛顿 AMTA 2009 加拿大，渥太华 AMTA

1993 日本，神户 AAMT 2011 中国，厦门 AAMT

1995 卢森堡，卢森堡（市） EAMT 2013 法国，尼斯 EAMT

1997 美国，圣地亚哥 AMTA 2015 美国，迈阿密 AMTA

1999 新加坡，新加坡（市） AAMT 2017 日本，名古屋 AAMT

2001 西班牙，加利西亚 EAMT 2019 爱尔兰，都柏林 EAMT

2003 美国，新奥尔良 AMTA 2021 在线 AMTA

IAMT致力于提供多样化的信息和学术工具，以鼓励机器翻译研究发展。例如，IAMT为会员社

区提供的各种支持工具、期刊是各区域成员之间共享的资源，成员能够免费或以折扣价格获得表 3

所列出的资源。例如，《机器翻译档案》是一个电子数据库，收录了关于机器翻译和翻译工具的文

章、书籍和论文。IAMT还提供了用于构建机器翻译系统的库和框架，如以 python为编程语言，以

PyTorch为机器学习框架的“Argos Translate”，为机器翻译研究提供工具和参考。使用者在这些信

息工具的帮助下，可以快速获得准确信息，在了解最新研究进展的同时对社会需求变化做出迅速反

应。

表 3：IAMT和其地区分部提供的信息工具

协会 信息工具、期刊等

IAMT 《国际机器翻译新闻》

EAMT 翻译软件纲要、《机器翻译档案》

AMTA 《机器翻译档案》《机器翻译》（期刊）

AAMT 翻译引擎自动评估站点、《AAMT期刊》

此外，IAMT通过发行教程、出版物等材料提供更广泛的信息渠道。IAMT制定了机器翻译的创

建、集成和使用教程，以此促进机器翻译相关技术的应用。譬如，使用者可以通过阅读教程学习如

何将机器翻译引擎与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连接起来。在出版物方面，协会将出版的关于机器翻译的

科学出版物分成三大类，分别为神经机器翻译（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统计机器翻译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衡量指标（Metrics），每个类别中又有细化的内容。譬如，神经

机器翻译类的出版物涉及了注意力机制、预训练等议题。

（四）整合网络资源：构建全球服务网络

随着全球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互联互通，机器翻译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预计到 2024年其全球市

场规模将超过 10亿美元。大量的资源需要通过关系网络进行调动，IAMT及其区域分会在这一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内外部资源的统一整合。

首先，IAMT及各区域分会以会员体系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包含技术开发者、研究

https://github.com/argosopentech/argos-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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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译员、客户等多类行动者群体的机器翻译网络。例如，AAMT包含 62家法人会员（组织）和

116位个人会员，而 AMTA则更为庞大，包含 31家法人会员（组织）和近 540名个人成员，涵盖了

来自近 50个国家的学者、研究者、技术人员、开发者、零售商、文档负责人、翻译技术人员、翻译

者等。通过欧洲、美洲、亚洲的区域分会，各地区的会员可以互相合作，构建起遍布全球的会员关

系网络，让机器翻译问题在不同行业、语言、文化中形成交流，有利于组织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稀

缺的、难以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第二，IAMT整合构建了语言服务供应商网络。仅 EAMT这一欧洲分会就吸收了近 30家语言服

务供应商，如欧洲知名机器翻译公司 KantanMT、语言服务商 Swiss Global、外部机器翻译平台

Apertium。除了整合Meta等科技巨头、翻译机构、国际组织的自建机器翻译系统，IAMT还关注到

了有风险资本支持的成长型公司，如对 Unbabel, DeepL等进行扶持推广，涵盖了英语、法语、西班

牙语、德语、中文等近百个语种。通过供应商的关系网络资源整合，IAMT为机器翻译行业实现更

大程度的多语种化。

最后，IAMT及各区域分会十分重视机器翻译学术网络构建，与高校、研究所、实验室等紧密

联系。AMTA与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研究所（USC/ISI）、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等

机器翻译相关权威机构建立了联系；EAMT的团体成员包括了爱丁堡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等知名高

校。与 IAMT构建了合作关系的机器翻译研究实验室多达 32家，涵盖了北美洲、欧洲、亚洲等地。

这些学术性关系网络增强了 IAMT在机器翻译领域的可持续性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IAMT的网络资源构成了其他资源整合的重要基础。通过在行动者群体层面、

语言服务供应商层面和机器翻译学术层面的关系网络整合，IAMT打通了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信

息资源的壁垒，为机器翻译行业的发展提供长远保障，充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图 1：国际机器翻译协会资源整合图

四、国际机器翻译组织资源整合模式的主要特点

本文以国际机器翻译组织为例，聚焦探讨国际翻译组织的资源整合模式。研究发现，IAMT积

极采取多种举措整合与管理资源，通过构建机器翻译人才队伍、联通技术资源、提供信息平台、构

建全球网络等方式整合全球机器翻译资源，推动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不难发现，IAMT在资源整合

方面呈现出一些值得其他国际翻译组织借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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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IAMT在资源整合中坚持以人才为核心。人力资源是组织的战略资产，是获取竞争优势

的基本资源（Wright, 1998）。IAMT通过设立不同区域的奖项，奖励对机器翻译行业作出贡献的优

秀人才，广泛向各界人士推荐语言服务、翻译、技术等相关人才，构建机器翻译人才队伍。同时，

IAMT通过培养青年人才，为业界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形成人才的生态系统。从资源基础观的角

度，人力资本是指个体具备的知识、机能、经验等，包括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隐性知识，这是其他组

织难以转移和模仿的异质资源。IAMT通过人力资源整合帮助组织形成具有独特性的优势。

其次，IAMT十分重视技术优势，关注技术产业链诸多参与主体。在发展变化的环境中，技术

资源是珍贵且难以替代模仿的，IAMT充分意识到了这一资源的重要性。随着技术突破和新应用的

不断出现，IAMT及其区域分部指导全球机器翻译行业积极发展技术研发和应用，打通全产业链。

通过连接研发端、语言服务商和用户端，充分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部资源，促成业内的市场调研数

据流通，实现新技术的应用。例如，在万物互联时代，多语言技术这一实现人机交互的关键技术在

业内得到即时的交流、应用与更新。可见，IAMT促进机器翻译技术产业链各主体的联合与连接，

巩固其竞争力。

再者，IAMT的资源整合呈现出“内外协同”的特征，密切关注社会环境及市场需求变化。虽

然一些方面的资源交织难分，用对比的内外视角来区分这些资源显得较为模棱两可，但本文还是依

据这些资源的来源进行阐述。其中“内”主要体现在机器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人才、促进技术产

业链联通等方面；“外”主要体现于积极构建信息平台、形成关系网络等。而在信息资源和技术资

源的整合中，举行机器翻译会议，最主要的影响是对机器翻译领域的最新发展达成共识。这样做的

目的是从核心上形成全球机器翻译网络，组织帮助不同的外部主体获取信息和技术，协助它们运用

外部资源为用户生产更高质量的系统和服务。可见，协会的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之间相互作用，因

为它们往往是互相交融，不可分割的。此外，机器翻译及其行业和市场是多方面的，这意味着一种

战略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尤其是在超国家层面。

最后，IAMT积极构建全球机器翻译生态网络体系，实现内部小生态圈和外部大生态圈的联

动。IAMT对机器翻译发展的最大贡献之一是确立了自己作为监管者、引领者的角色，促进机器翻

译全球网络的建立。作为行业引领者和趋势引导者，机器翻译行业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会努力达到协

会的标准，因此 IAMT能够打通行业、学术、人员的关系网络。这是一个经过验证的治理系统，也

是一个可重复的资源模式。此外，IAMT在处理动态的全球环境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可以看作是其内

部小型生态体系和外部大型生态圈的结合。具体而言，协会开放需求，与各行业、地区、国家的合

作伙伴在大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协作，共建高质量的行业数据；并与外部资源联动，扩大合作范

围。IAMT有效构建、整合和重新配置其内外部资源的能力，及其构建的全球网络是在多元环境中

维持资源优势和持续发展的关键。

五、结语

本文以国际机器翻译协会为案例，梳理了翻译类国际组织的诸多举措，并以资源基础观为视阈

探究国际机器翻译协会如何利用内外部优质资源保持竞争力和优势，得出上述一系列具有理论与实

践意义的发现。作为全球领先的翻译类国际组织，IAMT的资源整合方案已经较为成熟。IAMT善于

在人力、技术、信息、网络等方面利用自身优势资源搭建平台，并挖掘外部资源弥补短板，内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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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优势互补。该组织的举措涵盖面广，关注可持续发展，反映时代特征。理论上，本文丰富了翻

译类国际组织资源整合问题的相关研究，以典型的案例作为分析基础，增进了学界对翻译类国际组

织资源管理的了解，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范式。实践上，翻译类国际组织资源整合问题

方案珍视人才、注重技术、内外共赢、构建全球网络，可以为翻译类乃至全世界的国际组织提供参

考和借鉴，以形成可持续管理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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