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商务合同的文体与翻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商务合同的文体与翻译>>

13位ISBN编号：9787566301475

10位ISBN编号：7566301470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庆秋 编

页数：15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商务合同的文体与翻译>>

内容概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我国正在同世界全方位地接轨。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势必引发更多对外交流的机会，国家间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签订并翻译英文合同
和协议便成了对外交流中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

 合同的翻译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如文化差异、专业知识、商业交际、法律法规等等。

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相关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培养既有专业知识又能熟练翻译英文合同的人才，是
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于我国涉外机构人员的英语水平较二十前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本书的重点是帮助这些涉外机构
人员提高英文合同的翻译能力。

本书的编写旨在帮助合同的翻译者们通过句式、语篇分析，识别各类商务篇章在遣词造句和文体规范
等方面具有的典型特征；培养合同翻译者们熟练运用各种翻译技巧，提高商务合同的翻译实践的意识
和能力。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介绍了合同的种类与形式。
第二章介绍了合同的常用条款及其相关内容。
在第三章“商务合同中的名词化结构”中重点涉及到的是“名词化结构”的问题。
虽然这个结构在普通英语中也存在，但是，它在普通英语中所使用的频率远远低于其在合同英语中的
使用，这主要是由于名词化的频率与语篇类型的正式程度成正比。
因此，这一语法现象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在本书进行论述。
第四章介绍商务英文合同的语言特色。
这一章对合同的用词、句法、文体、合同中动词的时态等均作了详细的阐述。
第五章“商务英文合同的翻译标准”以及第六章“英文合同的翻译过程”是本书的重点。
我们的目的是使译者在翻译合同前对合同的翻译有一个充分的准备，这样在翻译合同时才能得心应手
。
第七章“商务英文合同的翻译技巧”是本书的核心篇章，其目的就是运用翻译技巧提高译者的翻译水
平。
第八章是“合同翻译实践”。
在这一章中我们采用了两个实际王作中的合同，这样应用性更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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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庆秋，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副教授，长期从事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工作，担任商务英文
函电、经贸口语会话、商务英语应用文等课程的教学。
1987年9月71988年9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欧洲学院进行欧洲一体化国际教育课程的学习。
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综合性大学中商务英语的地位与课程设置》一文在全国商务英语研讨会上
获二等奖。
参加了五部相关教材、专著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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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仲裁和诉讼方式各有利弊，选择哪种方式完全取决于合同的具体情况以及双方的协商结果。
仲裁的优势在于比较灵活，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员，而且对仲裁的程序也可以做出特别约定，甚至对
仲裁语言也可以做出约定，这一点在当事人一方是外国公司的时候很有吸引力。
仲裁的另一个优势是，如果合同选择适用外国法律，那么选择在中国仲裁比诉讼更恰当，因为如果去
法院诉讼，我国法院的法官一般不会很熟悉外国法律，这就需要当事人首先证明外国法律，这在程序
上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且由于我国法官对外国法律不熟悉也可能会导致对该外国法律的不恰当适
用。
仲裁则不同，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的仲裁员名单中就有很多境外人士，他
们中就可能有来自该外国的法律人士，熟悉该外国法律，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对该外国法律的
正确适用。
此外，仲裁裁决无论由哪个仲裁机构做出，只要符合纽约公约的规定，都可以在中国申请强制执行。
相比较而言，诉讼的优势在于执行的便利，拿到判决以后，如果对方不执行，可以很方便地向法院的
执行庭申请执行，程序非常简便，但这仅限于法院和被执行的公司在同一个国家内。
如果是甲国的法院到乙国去执行，这在没有“国家间判决承认”的国家之间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事。
目前在中国申请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仍然十分困难，因此我们在起草合同时就应该避免将来发生这种情
况，换句话说，如果你将来的判决需要到中国执行，那么就不要轻易约定由外国法院管辖。
最好的办法是约定仲裁，或者直接约定由中国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商务合同的文体与翻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