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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从业人员达 642万
　　2024 中国翻译协会年会
30 日在长沙召开。中国外文
局局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杜
占元在会上表示，中国翻译从
业人员数量已达 642 万。
　　杜占元说，除传统外语、
翻译类专业背景外，10% 以上
从业人员有数据处理、软件工
程等技术类专业或国际关系、
外交学等相关专业背景，翻译
行业与其他行业融合不断深

化。
　　截至目前，中国翻译协会
的单位会员总数超 1700 家，
个人会员总数突破 1万。截至
去年底，经营范围包含翻译业
务的国内企业超 62.3 万家。
信息与通讯技术、教育培训、
政府外事交往成各翻译企业业
务量排名前三的细分领域。
　　杜占元说，中国翻译企业
国际市场影响不断提升，在全

球翻译市场份额呈稳步增长态
势。中国翻译协会积极参与国
际翻译界事务决策，成功申请
并推动正式成立国际翻译家联
盟亚洲中心，推荐多名中方专
家参与国际翻译组织专项工
作，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和亚洲
翻译界国际影响力。
　　中国多语种翻译人才库建
设也初具规模，布局了 48 个
语种，入库专家近 6000 人；

全国设翻译本科或硕士专业的
高校接近 500 所。尤其是过去
一年，中国翻译行业聚焦翻译
技术科学应用，举办翻译技术
大赛，运用前沿技术推动翻译
行业变革。
　　杜占元透露，截至去年底，
中国注册企业经营范围中涉及
机器翻译与人工智能翻译业务
的有 839 家，比 2022 年增加
近一半。在翻译企业的调研显

示，52.9% 翻译项目不同程度
使用了机器翻译，81.5% 翻译
企业已布局或有意愿布局大模
型技术。
　　“七成高校教师表示所在
院校设有翻译技术课程。”杜
占元说，新技术发展对翻译行
业发展和翻译人才培养产生了
深远影响，推动全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正逐步形
成。

我国进入汛期 水利部会商部署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
号消息，依据《水利部关于明
确汛期阶段划分有关事项的通
知》(水防〔2024〕89 号 )，
确定今年入汛日期为4月1日，
与多年平均入汛日期一致。
　　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旱
涝并发、涝重于旱，全国七大
江河均有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
暴雨洪水，部分地区可能发生

阶段性干旱。
　　4月 1日，水利部会商研
判汛期形势和当前雨水情，安
排部署重点工作，要求各地水
利部门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
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
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严
格落实各项责任制，强化“四
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一是迅即进入汛

期状态。水利部自今日起实
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值守，有
关流域管理机构和地方水利部
门按照相关规定迅速进入汛期
工作状态，意识、人员、责任
全面到位，做好重要水工程调
度、突发险情灾情报送等各项
工作。二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滚动监测
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
三是紧盯防汛重点环节。加强
水库大坝、溢洪道、放空设施、
堤防险工险段、穿堤建 (构 )
筑物、淤地坝等关键部位的安
全监测，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
山洪灾害防御，确保中小型水
库度汛安全。四是继续强化防
汛准备。抓紧洪水到来前的有
限时间，加快推进防汛准备情

况检查、方案预案修订、防洪
调度演练、山洪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水
毁工程修复等各项工作，打好
有准备之仗。同时，做好云南、
四川等地抗旱保供保灌工作，
千方百计保障用水需求。

报告：二季度中国经济景气度有望回升
　　中国银行研究院 4月 1日
发布的《2024 年二季度经济
金融展望报告》预计，二季度
中国经济景气度有望回升。
　　报告表示，2024年一季度，
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从外部看，
全球市场需求回暖，国际贸易
景气度回升，中国外贸出口增
速回升。从内部看，宏观政策
进一步加码发力，经济增长内

生动力有所增强。
　　展望二季度，报告指出中
国经济景气度有望回升。中国
经济增长内生动能将持续修
复，全球进入周期性补库存阶
段有利于外需增强，宏观政策
托底经济作用进一步显效。
　　具体来看，报告认为中国
经济恢复情况将主要取决于内
生增长动能、国际环境变化、

宏观政策力度与效果三个因
素。
　　在增长内生动能方面，消
费将继续发挥中国经济增长
“压舱石”的作用，服务消费
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产业转
型升级趋势明显，新质生产力
持续培育。
　　在国际环境方面，全球库
存周期进入补库阶段有利于外

需动能增强，叠加上年基数偏
低，出口回暖趋势有望延续。
但外部环境依然偏紧，仍需关
注国际政经格局变化给外资外
贸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宏观政策方面，根据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
中国财政政策将明显加力，综
合使用赤字、专项债、超长期
特别国债等多种政策工具，有

助于基建投资保持较高增速。
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将拓展内需增
长新空间，预计将拉动 GDP 增
长约 0.56-0.9 个百分点，有
望形成规模 5万亿元人民币以
上的巨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