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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从翻译产业到语言服务业的转变扩大翻译业务的范围，作为翻译的上游环节，技术写作成为职业译者的一
项重要专业技能。本文根据来自国内十余个省市技术写作从业者的调查问卷，对国内新兴的技术写作发展现状进行统
计分析，包括行业概况、人员概况、常用写作工具、文档交付与管理、问题与对策等 5 个方面。调查结果对加强我国 MTI
技术写作教学、明确课程性质、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帮助学生制定职业规划等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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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industry progresses to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the business scope of translation expands large-

ly． Technical writing( TW) ，as the upstream link of translation，becomes an essential expertise for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from 92 technical writers，a statistical analysis is made about TW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survey covers five
aspects: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this profession and professionals，common writing tools，documentation delivery and manage-
ment，and main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The results may shed some light on TW education in MTI program in terms of the na-
ture of TW courses，talents training philosophy and career planning，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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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服务业的业务范围远远超过传统的翻译

产业，翻译只是语言服务的一个方面，其上游环
节———信息内容的设计与开发，即技术写作，对后
续翻译效率与质量，甚至对语言服务其他领域都
产生影响，因而逐渐受到关注，成为职业译者的一
项重要专业技能。

技术写作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政府公
认的一种职业，高校也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以美国为例，美国 19 世纪中叶就开始技术写作实
践与教学，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随着
科技的不断发展，技术写作范围日益扩大，逐渐产
生“技术传播”这一称谓。二战以来，许多大型企
业开始设立专门的技术写作部门，聘用专业人员
负责多语种文档开发，这对于产品的跨境销售，新
技术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技术传播
学因此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全美
在 1990 年共有 203 个技术传播专业( 或技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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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专业) ，其中有 11 个博士专业”( 徐奇智 王
希华 2006: 58) 。

相比之下，我国技术写作还处于发展初期，尚
未形成行业，其重要性未得到普遍认可。对技术写
作的需求集中在一些外资企业( 如 IBM、爱立信) 及
一些大型本土企业( 如华为、中兴) 。少数高校开
始认识到技术写作的重要性，开设技术写作课程，
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但尚未设立相关专业。
相关学术研究也刚刚起步，笔者以“技术写作”“技
术传播”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维普网及北京大
学图书馆，截止到 2016 年 2 月底，得到相关书籍、
期刊论文、硕士论文不足五十篇，其中还包括传播
学和技术写作从业者的文章。而发表在翻译或外
语类重点期刊上的文章不足十篇，主要探讨技术写
作与翻译人才培养，如胡清平( 2004) 、苗菊和高乾
( 2010) 、王传英和王丹( 2011) 等，这些研究或借鉴
西方成功经验，或根据自身教学及学习经历，提出
课程构想，尚未有结合国内技术写作实践现状的
探讨。

翻译专业硕士 (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
terpretation，简称 MTI) 教育旨在培养应用型、实
践性、职业化翻译专业人才。紧密联系国内市场
需求，依托技术写作发展现状，从行业实践出发，
有助于完善职业翻译人才培养方案，使课程设置
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使教学目标更加明确，从而
为社会输送优秀语言服务人才。有鉴于此，笔者
针对国内技术写作发展现状设计调查问卷，邀请
资深从业者进行前测，采用多种渠道扩大样本，以
期调查结果对我国 MTI技术写作教学有所借鉴。

2 调研设计
2． 1 调研问题
本次调研问题涵盖 3 个方面: 一是国内技术

写作在地理分布、规模、人员、工具、管理等方面的
发展概况如何; 二是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克服; 三
是面对这些问题，翻译教学应如何应对?

2． 2 调研对象和工具
技术写作指需要特定技术领域的专门知识才

能完成的写作( Gould，Losano 2008) 。因此，本次
调研主要面向那些在特定领域使用专门词汇从事
文档创作、翻译或管理的人士，如机械制造、信息
通讯、医疗卫生等领域。

本研究采用问卷形式，围绕上述问题，问卷分
为两部分，共计 13 道题，其中 1 － 12 题为客观选
择题，包括单项选择题与多项选择题，第 13 题为
主观非必答题。调查内容包含 5 个方面: ( 1 ) 行

业概况，包括行业分布、企业技术写作部门设置、
企业对技术写作的重视程度等; ( 2 ) 人员概况，包
括从业者的学科背景、员工规模、工作方式和成长
途径等; ( 3) 工具概况，包括文本写作工具和图像
编辑工具; ( 4) 文档交付与管理，包括文档交付形
式、文档质量控制与评估; ( 5 ) 问题与对策，征求
从业者对技术写作现存问题的评价与建议。

2． 3 数据收集
问卷分为纸质与电子两种形式。电子问卷借

助问卷星创建，在科多思①微信平台、微博等社交
媒体上发布，利用二度、三度人脉多方转发。纸质
问卷在第三届技术传播与技术写作沙龙②现场发
放。自 2014 年 12 月 26 起截止 2015 年 1 月 15
日，共回收有效问卷 92 份，涉及北京、上海、广东、
湖北、四川、陕西、江苏、浙江和天津等十余个省市
的技术写作及管理人员。

3 调研结果分析
3． 1 行业概况
就地理位置而言，国内技术写作集中在一线

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等，这说明技术写作与
经济发展速度、市场成熟度等密切相关。经济全
球化催生跨国跨文化技术写作，多语言技术写作
有利于科技信息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与分享，是全
球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在行业分布方面，通讯、制造、医疗卫生、服务
等行业对文档的需求较大; 此外，本地化服务、重
工、安防、金融等行业也离不开文档写作，参见图1。

其中，通讯行业居首位，占 51． 09% ③，这是因为信
息通讯技术发展较快，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许多高精尖或大型产品操作复杂，产品手册便成为
用户完成操作任务的必备助手。因而，通讯行业对
技术写作的需求较大，重视程度也较高。

图1 技术写作行业分布

受试群体中有 75%认为文档非常重要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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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7． 61%认为其重要性取决于产品类型，认为不
重要或相当不重要的只占 6． 52%。对文档比较
重视的企业一般会设立技术写作部门，聘用全职
人员负责文档工作; 而在未设相关部门或分支机
构的企业中，文档往往被边缘化，只是产品或服务
的附属品;也有一些企业很重视文档，将相关业务
外包给专业语言服务公司。这一点从下面的人员
工作方式中可见一斑。

3． 2 人员概况
企业聘用的技术写作人员包括全职、兼职和

外包 3 种形式，其中，全职占 88． 04%，兼职占 22．
83%，外包占 46． 74%。全职与外包所占比例较
高，说明这部分企业比较重视文档，不过也不能一
概而论，因为有些聘用全职人员的企业其实并不
太注重文档，其全职写作人员通常在 10 人以下，
甚至仅有一两个人，文档写作与管理也不够规范。

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中，理工科最高，占 57．
61%，外语专业次之，占 28． 26%，文理双修、其他
文科及其他分别占 7． 61%、5． 43%及 1． 09%。企
业比较青睐文笔( 英语) 较好的理工科类毕业生，
或者具备一定专业领域知识的外语类毕业生。这
反映出技术写作的跨学科属性，需要文理兼修的
综合型人才。因而，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除目
前依托英语专业或翻译专业开设技术写作课程之
外，还可面向其他专业开设，或者参考美国一些高
校的做法，将其作为全校学生的一门公选课; 对于
外语类学生，则需补充通用 ( 专用) 领域知识，提
高学生的从业能力。

在写作团队的规模方面，国内企业整体上以小
型团队为主。人数在 10 以下的企业占 36． 96%，
10 －50人占 39． 13%，50 － 100 人仅占 3． 26%。不
过，人数在 100以上的占 20． 65%，这也反映出一些
大型企业对技术写作需求较大，岗位设置较多。

技术写作人员的培训方式中，自学比例高达
79． 35%，师徒相授次之，为 61． 96%，定期培训与
岗前培训更低，分别为 54． 35%和 43． 48%，出国
交流最低，为 22． 83%。显然，从业人员大多“自
学成才”，专业培训机会比较有限，而目前国内开
设相关课程的高校也为数不多。这是优秀写作人
才一将难觅的重要原因。

3． 3 工具概况
文档写作工具主要有文本编辑工具和图像编

辑工具。在图2列出的常用文本编辑工具中，排在
第一位的是 Office Word，占比高达 80． 43%，其次
是 FrameMaker，Arbortext Editor 等专业工具。这
说明传统文本写作方式仍占主流，导致国内市场

上的文档良莠不齐，“马赛克”风格比比皆是。专
业软件则可以实现对文档的定制化编辑和规范化
管理，并支持多种文本格式输出;有些软件运用最
新的 DITA④理念进行模块化写作，方便文档内容
复用，大大节约文档维护成本及本地化翻译成本。
目前专业工具投入不足除因其采购成本较高外，
也与企业重视不够有关。

图2 常用文本编辑工具

常用图像编辑工具有 Photoshop，Office Visio，
Illustrator等，参见图3。图像在文档中的地位非常
重要，所谓“一图胜千言”，图示可以直观形象地
呈现产品的外观特征、内部结构和操作流程等，具
有文字无法替代的作用，受到各国读者的青睐，尤
其是日本读者。有些文档甚至直接以图示意，如
宜家家居的部分产品文档，以图代文或将成为文
档的主流形式之一。

图3 常用图像编辑工具

3． 4 文档交付与管理
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文档交付形式各异，依

次有 PDF( 96． 74% ) 、Webpage( 61． 96% ) 、纸质和
光盘( 57． 61%和 50． 00% ) ，此外还有 chm，epub，
HeDex及自主研发的文档格式等其他形式 ( 11．
96% ) 。随着信息朝着“短、平、快”方向发展，文
档交付形式也日益多元化，视频文档逐渐成为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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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型企业关注的焦点。虽然其制作成本较高，
通常以秒计费，但多媒体的运用使信息传播更加
直观形象，尤其是在硬件安装操作方面，可以帮助
用户便捷高效地完成任务，有利于提升用户体验。

在质量控制 ( quality control) 方面，企业常用
的方式依次有技术审校、制定写作规范、同行审校
和用户反馈，另外还有测试、市场部经理检查及自
检等。质量控制应贯穿文档的整个生命周期，包
括文档架构、开发、翻译、测试及发布等各个环节，
且应与产品开发同步实施。而在实际工作中，文
档往往被置于产品研发流程的末端，写作者由于
不熟悉产品设计思路，缺乏背景知识，难以准确描
述产品特征，直接影响文档的最终质量。因而，尽
早介入、及时测试、循环演进的敏捷开发模式( agile
developing model) 才是确保文档质量的关键所在。

检验一篇文档是否合格，主要有几个观测点:
准确性、一致性、可读性、可查性、可用性及可译性
等。以此观之，国内文档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按
其需要改进的迫切程度依次为:可用性( 71． 74% ) 、
准确性( 60． 87% ) 、可读性( 55． 43% ) 、一致性( 51．
09% ) 、可查性( 48． 91% ) 和可译性( 11． 96% ) 。其
中，可用性最为迫切，表明文档用户体验不佳。技
术文档的最大功用在于帮助用户了解并使用产品，
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的文档都需要进行可用性测
试以优化用户体验。可译性比例较低并不代表文
档翻译质量较高，可改进的空间较小。相反，可译
性是对文档的更高要求，即在写作阶段就要充分考
虑如何便于后期进行国际化和本地化，即“为翻译
而写作”( 王传英 黎丽 2011) 。文档本地化主要借
助翻译软件进行，机器对语言逻辑关系的读取和判
别毕竟有限，长难句有时翻译得面目全非。因而，
在源语言输入阶段应避免使用较长或结构较复杂
的句子，宜采用简单句、短句和主动句等，降低机器
识别难度，提高翻译准确率。这种写作用语属于受
控语言( controlled language) ，即一种规范化的人工
语言，实则是对写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3． 5 问题与对策
任何新兴事物在发展之初都难免遇到各种困

难，技术写作亦然。我们预设 8 个问题，又以主观
题的形式征求业内人士的建议，以期寻根问源、对
症下药，统计结果参见表1。

表1中文字加粗部分是制约技术写作行业发
展的 4 个突出问题，依次为重视不够、高端人才短
缺、教育培训不足和政策扶持不足。此外，缺乏行
业规范、薪资偏低、技术写作学科定位不清和企业
内部分工不明确等也是制约因素。

表1 技术写作发展问题统计表

题目 \选项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定位不清 53． 26% 33． 70% 13． 04%
重视不够 80． 43% 18． 48% 1． 09%
待遇不高 61． 96% 31． 52% 6． 52%
分工不明确 41． 30% 40． 22% 18． 48%
高端人才短缺 78． 26% 19． 57% 2． 17%
行业规范短缺 65． 22% 28． 26% 6． 52%
教育培训不足 77． 17% 20． 65% 2． 17%
政策扶持不足 76． 09% 18． 48% 5． 43%

因主观题为非必答题，共有 42 位受试填答。
现综合表1的数据一并整理如下。

3． 51 了解与重视
重视不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企业

管理层对技术写作的专业性认识不足，疏于管理;
其次是整个社会( 包括用户) 不了解文档的作用，
尚未形成阅读文档的习惯。由此带来多重负面影
响甚至巨额损失: ( 1 ) 品牌形象受损。文档是企
业品牌的宣传书，代表着产品的软实力，其质量高
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产品质量的优劣，低
质的文档会让消费者怀疑产品质量，有损公司品
牌形象，严重者还会造成订单流失。( 2 ) 管理失
当。写作人员善于从用户角度考虑问题，常常能
发现一些研发人员顾及不到的细节。理想的模式
是写作部门与研发部门，在整个产品设计、开发、
测试等阶段紧密合作、及时沟通。然而，由于企业
领导层的不重视，文档写作常常游离在产品开发
流程的末端或中后期，写作人员难以主动参与决
策。( 3) 从业积极性受挫。一方面，文档写作常
被认为没什么技术含量，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而
且文档的阅读率或使用率比较低，写作者体验不
到工作价值感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待遇相对于研
发人员偏低，晋升平台受限，难以吸引优秀人才进
入该行业。( 4) 行业边缘化。国内设置文档写作
岗位的企业并不多，就业机会相对较少;从企业领
导层到普通用户对技术写作缺乏了解，行业进展缓
慢，技术写作的职业性尚未成为社会共识。

参与者普遍认为应加强宣传教育，使企业管
理层逐渐认识到文档的重要价值。唯有管理层重
视文档，才能更好地调配企业内外各种资源，规范
文档写作，严格流程监管，提升文档质量。当越来
越多的产品与服务走出国门，接受国际标准的检
验，当用户体验成为全球市场竞争的核心，管理者
会( 或者说不得不会) 转变观念。

3． 52 发展与创新
国内产业发展思路与格局与国外同行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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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滞后期。此外，技术写作自身发展空间受
限，缺乏新技术新形式引领写作潮流。当前，用户
的信息来源与信息消费环境日益多样化，信息媒
介从印刷件、光盘、电子书到视频等多媒体更迭不
断;信息渠道从电视、网站到微博、微信等新型社
交平台层出不穷;大数据、云共享等信息通讯技术
无处不在。文档形式也须与时俱进，让用户喜闻
乐见，从而彰显文档的价值与意义。

3． 53 标准与规范
文档通常由团队合作完成，有的甚至是跨部

门、跨企业、跨国合作，如果没有严格的写作规范，
就无法确保文档风格的统一，势必会增加人员沟
通、后续审校及本地化的成本。国际上一些团体
组织或企业纷纷出台相关规范，如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IBM Style Guide等，而国内至今未
制定相对完善的写作规范，少数大型企业，如某电
信公司虽制定中文技术写作规范，但仅限于公司
内部使用，未来这一领域有待投入更多研究。

3． 54 教育与培训
目前，国内技术写作教育与培训相当有限，多

数从业者由其他职位转岗而来，很少接受过正规
的技术传播教育，在工作中也难以获得专业培训，
缺乏交流学习的平台，行业专业性与创新性严重
不足。要扭转这一局面就需要高校、企业及相关
机构积极合作:高校扎实开展技术传播教育，企业
联合开展职业培训，相关机构组织负责资质认证、
伦理规范等外围性保障工作，共同构建技术传播
人才培养生态圈。

3． 55 技术与人文
技术写作不仅要关注技术信息的准确传达，

还要体现对人性的关怀，考虑人本认知、民族、性
别和年龄等各方面差异( 张鸰 2012) 。技术文档
虽然是关于技术的，但其目的则是为人服务，因而
人文性是其根本属性，不可舍本逐末。文档不能
仅仅满足于告诉用户“我是什么”，还要让用户轻
松找到“我能帮忙做什么”，即从“以自我为中心”
( self-centered) 转向“以用户为中心”( user-cen-
tered) ，既考虑用户对产品的功能需求，也考虑其
学习需求、情感需求等。当用户越来越注重文档
的阅读体验和使用体验时，技术写作人员的职业
价值也会逐渐凸显。

4 对 MTI教育的启示
本次调查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样本不够

大、问题不够全面等，但依然呈现出国内技术文档
的发展概貌，反映出该行业的地理分布、行业分

布、人才需求、工具需求、文档发布与管理等情况，
还获得来自业界人士的宝贵建议，可为职业翻译
人才的培养提供参考。

4． 1 立足国内语言服务业，重视 MTI 技术写
作教学

语言服务市场的需求变化要求翻译教学必须
及时更新教学理念( 穆雷 傅琳凌 2017: 90 ) 。如
前文所述，重视不够是制约技术写作发展的首要
原因，只有证明高质量的文档可以为企业带来更
大的经济效益才能引起企业对技术文档的重视。
而高质量的文档需要高水平的技术写作人员，高
端人才的培养则需要落实到教育上来，这是解决
制约技术写作行业发展问题的一个突破口。目前
技术写作从业者的成长途径大多通过自学或师徒
相授，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高端人才极其短缺; 与此
同时，本地化行业迅速发展，迫切需要技术写作的
支持。技术写作已成为语言服务的重要内容，许
多翻译或本地化公司越来越注重译者的写作水
平，由译者直接创作的文档可省去文本转换的环
节，有利于多语种文档的同步发布，而且比经由翻
译而来的文档质量更高，在竞争激烈的翻译市场
中属于高附加值项目( 王传英 王丹 2011) 。技术
写作已成为译者职业能力的重要维度，每一位译
者首先应该是一位技术写作者，技术作者与技术
译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译者—技术作者”成
为市场走俏的人才。因此，MTI培养单位，应紧密
联系市场需求，积极开展技术写作教育培训，提高
职业译员专业技能，为语言服务业输送应用型、实
践性、职业化翻译人才。

4． 2 明确技术写作性质，突出课程的人文性
技术写作不是纯粹的理科，也不是纯粹的文

科，而是两者之间的一座桥梁，其为社会所做的贡
献就在于连接技术与人文( Kynell 1999) 。然而在
对技术写作问题的调查中，不少从业者感慨国内
技术写作缺乏人文关怀，文档阅读及使用体验不
高，这也是可用性排在文档需改进之处首位的原
因。因此，除训练学生写作能力外，还要着重训练
学生“以用户为中心”的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Ｒutter 曾引用一位入行 25 年的项目
经理的话说“若要胜任技术写作工作，只擅长写
作还远远不够，技术写作需要 1 /3 写作能力、1 /3
问题解决能力与 1 /3 服务受众的能力”( Ｒutter
1991: 133) 。因此，技术写作归根结底属于人文学
科，人才培养需牢牢把握“技术为人”这一方向。
在具体实施环节，可以开设信息设计、受众分析、
可用性工程、人机交互等课程，帮助学生在翻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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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过程中“以人为本”地设计信息、传递信息，
实现技术信息的有效传播。

4． 3 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变职业译者为多语
言多媒体传播工程师

文档形式日趋多样化，用户 ( 包括专业用户
和消费者) 获取技术信息的主渠道已经不再是专
业性的文档( 如产品说明书) ，新媒体渠道( 图片、
视频、音频等) 已经成为主流，传统“平面”式信息
表达方式正逐渐向“立体”化方向发展。“读图时
代”已经来临，视觉文化现象应该成为翻译领域
拓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王宁 2015) 。这就对译者
提出更高要求，除文本编辑工具之外，还要掌握常
用的图像、视频制作软件，如 Photoshop，Office Vi-
sio，Camtasia Studio等，以迎合用户的阅读口味。

除文档形式外，用户对文档内容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为使文档准确一致、易读易查，最大限度
地提高可用性，译者在翻译或写作过程中，往往要
与多方进行沟通，如内容专家、用户体验设计师、
审校人员、测试专家和图像设计师等。有时由于
条件限制，译者往往需要同时承担设计、写作、翻
译、审校、图像处理、排版和测试等工作。正如法
国高校翻译职业教育协会主席 D． Gouadec 所说，
新型译者应该同时能够担当多重角色: 信息管理
专家、技术人员、术语专家、惯用语专家、翻译人
员、校对人员、审校人员、质控人员、译后编辑、图
像设计专家、网页设计师、技术写作人员、网站设
计师、文件管理员、IT 专家、人体工程学专家等，
简言之，即“多语言多媒体传播工程师”( multilin-
gual，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engineer ) ( Gou-
daec 2007: 120) 。只有译者能够同时承担以上职
责时，才能在多语言多媒体传播这一新兴领域中
游刃有余，MTI教育应以此为人才培养的方向，并
在课程安排上做出调整和应对。

4． 4 把握行业现状，帮助学生制定职业规划
目前，我国 MTI学制为两年，时间较短，学生

宜尽早开始职业规划，合理安排学习与实践。技
术写作在国内属于新兴事物，学生对该领域的了
解较少，应向学生多介绍一些行业需求、就业趋
势、薪酬等方面的信息。调查显示，企业比较青睐
英语水平较好的理工科学生，通讯、制造、医疗等
领域对技术写作需求较大。而 MTI 的生源大部
分是文科出身，科技知识储备较弱，办学单位可根
据学校自身条件，为学生开设一门或多门相关课
程;有志于从事技术写作的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
特长、爱好等自学一些相关专业领域知识，为将来
打好基础。此外，还可以借鉴美国高校的经验，开

设综合科学课程，即把各个学科综合为一个整体，
包括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各个学科门类的
知识，教给非理科学生( 胡清平 2004: 46 ) 。这一
举措在美国得到欢迎和普及，对于 MTI 学生来
说，无论将来从事翻译还是写作，具备多个学科的
知识无疑更具竞争力。

企业招聘的技术写作人员多为全职，全职员
工薪酬在国内处于中上等水平。根据《2014 中国
技术传播工程师薪资调查报告》⑤，82%的技术写
作人员年薪在 10 － 30 万之间，虽然与核心技术研
发人员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与 2014 年我国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56，339 元 /年) ⑥水平相比，
还是比较高的。而翻译服务业的情况却差强人
意，根据《中国翻译服务业分析报告 2014》的统
计，87%的企业为全职译员制定的月薪标准在
3，000 － 15，000 元( 折合年薪: 3． 6 万 － 18 万) ，其
中，约一半的全职翻译和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处
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及以下。这也可解释为何
MTI毕业生较少从事翻译工作。由此看来，职业
译员如果可以胜任技术写作工作，就有机会获得
更高的薪酬，就业渠道也会拓宽，翻译公司、本地
化公司、文档外包公司、中外企业的技术写作部门
等都可以作为选择的对象。

在本次调查过程中，从业者普遍感慨国内技
术写作规范的缺失，从而导致文档风格不统一、质
量不高，制约着行业的发展。虽然一些大型企业
自己制定或借鉴已有的规范，但仍有一些大型企
业或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尚未拥有自己的一套写
作规范，市场对规范的需求较为迫切。这对 MTI
教育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办学单位可开设
相关课程，帮助学生系统学习一些通用规范，如被
誉为写作规范“圣经”的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另外，如有条件，还要学习一些不同专业领
域的规范，如 Microsoft Manual of Style，尤其是对
技术写作需求较大的通讯、制造及医疗等行业。
学生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可以帮助没有技术写作
规范的单位制定规范; 对于已有的规范，可以进行
一些完善; 对于比较完善的规范，则可以较快熟
悉，融会贯通，不断提高企业文档质量。

虽然现阶段技术写作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参
与调查的人员普遍对其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技
术写作多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浙
江、江苏、陕西、四川、湖北等地也有技术写作需
求，随着经济发展与市场的不断成熟，这种需求会
逐步增多。Barnum和 Li( 2006) 提到 2005 年短短
几个月内中国市场上技术写作岗位有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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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 2011) 于 2009 年 5 月 1 日，在中国较大的招
聘网站 51job上搜索 technical writer 职位，发现仅
1 周时间内就有 60 个招聘岗位。笔者同样在
51job上分别以 technical writer 和“文档工程师”
作为职位内容进行搜索，结果显示，1 周之内 tech-
nical writer有 56 个职位，“文档工程师”有 243 个
职位( 统计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15 日) 。可见，技
术写作正逐步发展为一个极具潜力的新兴职业。

5 结束语
国内技术写作发展既有赖于市场的发展，从

而产生需求;也有赖于教育的支持，从而满足人才
需求。现阶段国内技术写作业务多集中在欧美外
资企业及国内大中型企业，是本地化翻译服务的
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翻译服务业分析报告
2014》显示，中译外和外译中业务将并驾增长，并
将保持中译外业务高于外译中业务的发展态势。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势头强劲，这是推动我国技术
写作发展的强大动力，也使得市场对技术写作人
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发展教育培训刻不容缓。将
技术写作纳入 MTI 教育，充分利用社会优势资
源，结合数字新媒体时代特点，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为社会输送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的多语言
多媒体传播工程师，这对于推动国内技术写作发
展，创建 MTI专业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科多思( 北京) 咨询有限公司为全外资公司，总部设在
瑞典哥德堡，在中国设有分公司，专门从事技术文档开
发、培训等服务，拥有自行研发的技术文档管理平台。

②由北京大学技术传播协会于 2014 年 12 月 27 日组织召
开，该协会成立于 2012 年，旨在为技术传播人士提供交
流学习的平台，每年举办沙龙活动。

③本文中出现的百分比均保留两位小数，且百分比的整
体为参与本次调查的人员总数 92。

④DITA 全称是 Darwin Information Typing Architecture ( 达
尔文信息分类系统 ) ，是一种用于可扩展技术信息的
XML体系结构，将文档内容按主题分为概念( concept) 、
任务( task) 和参考( reference) 3 种类型，便于对内容进
行重组、更新和利用。一些主流技术写作工具如
FrameMaker就采用这一标准。

⑤该调查是由北京技术传播论坛组织发起的专门针对技

术写作人员薪资情况的调查，时间跨度为 2014 年 12 月
4 日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共收到 51 份有效问卷。

⑥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 参见 http: / /data． stats．
gov． cn /easyquery． htm? cn = C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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