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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中国法律法规名称英译版本缺少统一规范"英文译名混乱的状况常

给来自法律界和学术界的人士带来诸多疑惑"特别是给外国读者带来一些理解上的困难&目

前"中国具有较高效力层级的现行法律法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

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名称英译版本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有)英译名称冗长且极具

中国特色%名称格式词后的介词使用混乱%'X.P(的前置定语表述形式多样&文章尝试以法律

法规名称的英译文本存在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归类"找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与普

通法系国家的法律法规名称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

相关建议)引用英文名称时参考权威机构编译的版本%尽量简化译文名称的长度和结构%制

定不同格式词的一致结构标准%尽量统一'X.P(的表述形式&

关键词!法律%法规%英译名称

中图分类号!5c% 2%33&&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7 !3%3!$%!#"%! %%6$ !%

5;8'!%)!"!6"<=)>,?@)>,66A!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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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I(+'%6" ,-"6&-6'#% 04%"- 8"%9'+#%$.()H(1%$%@-12@%'"@'-"/ ,-E% K'%5%"6 =>>>??% 04%"-"

&B?756A7' c(-dH@I+./(,DI@N+% IC+U,D/@KC I-.,K/.I@(, (JIC+,.N+K(J>H--+,IBC@,+K+/.PK.,M -+DH/.I@(,K/.>?K.H,@A

J@+M KI.,M.-M)FC+M@K>-+L.,>E(JIC+U,D/@KC I-.,K/.I@(, -+D.-M@,DIC+,.N+K(JIC+/.PK.,M -+DH/.I@(,K(JI+, O-@,DK>(,JHK@(,

I(L+(L/+J-(N/+D./L-(J+KK@(,./KI(.>.M+N@>>@->/+K% +KL+>@.//EI(J(-+@D, -+.M+-K):IL-+K+,I% IC+-+.-+K(N+L-(O/+NK@, IC+

U,D/@KC I-.,K/.I@(, >(,>+-,@,DIC+,.N+K(J+R@KI@,DBC@,+K+/.PK.,M -+DH/.I@(,KP@IC C@DC+-/+G+/K(J/+D./J(->+% @)+)% IC+

/.PKL-(NH/D.I+M OEIC+'.I@(,./Y+(L/+.KB(,D-+KK.,M @IKSI.,M@,DB(NN@II++.,M IC+.MN@,@KI-.I@G+-+DH/.I@(,K+,.>I+M OE

IC+SI.I+B(H,>@/):KJ.-.KIC+,.N+K.-+>(,>+-,+M% IC+L-(N@,+,IL-(O/+NK.-+/+,DICEU,D/@KC I-.,K/.I@(, JH//(JBC@,+K+

>C.-.>I+-@KI@>K) IC+@,>(,K@KI+,IHK+(JL-+L(K@I@(,KJ(//(P@,DIC+J(-NP(-MK) .,M M@JJ+-+,IJ(-NK(JL-+AN(M@JE@,D.II-@OHI+K@,

J-(,I(JIC+#X.P$)FC@KL.L+-.II+NLIKI(.,./EQ+IC++R@KI@,DL-(O/+NK@, IC+U,D/@KC I-.,K/.I@(, (JIC+,.N+K(JBC@,+K+/.PK



.,M -+DH/.I@(,K% >(,MH>I.>(NL.-.I@G+KIHMEP@IC IC+,.N+K(J/.PK.,M -+DH/.I@(,K@, IC+\)S):)% J@,M (HIIC+-+.K(,KJ(-

IC++R@KI@,DL-(O/+NK@, BC@,.% .,M LHIJ(-P.-M K(N+-+/+G.,IKHDD+KI@(,KI(K(/G+IC+L-(O/+NK@, IC++,M)FC+L-(L(K+M KHDA

D+KI@(,K.-+-+J+--@,DI(IC+.HIC(-@I.I@G+G+-K@(, PC+, .M(LI@,DIC+U,D/@KC ,.N+K@, I-.,K/.I@(,) K@NL/@JE@,DIC+/+,DIC .,M

KI-H>IH-+(JIC+,.N+I-.,K/.I@(, .KNH>C .KL(KK@O/+) M+G+/(L@,D.>(,K@KI+,IKI-H>IH-./KI.,M.-M J(-M@JJ+-+,IJ(-NP(-MK) .,M

I-E@,DI(H,@JEIC+J(-N(JIC+#X.P$)

C3= D95E?' /.PK) -+DH/.I@(,K) U,D/@KC I-.,K/.I@(, (JIC+,.N+K

一"引&言

在$%%!年加入 [F;之后%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进程不断加快%对于在国际上的多边和双边

法律文化交流和贸易进出口而言%我国的法律法规英译版本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我国法律法规名称

英译版本长期以来缺少统一规范%英文译名混乱的状况常给来自法律界和学术界的人士带来诸多疑

惑%特别是给外国读者带来一些理解上的困难&关于中国法律法规名称的英译版本%学界认为主要存

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翻译的不统一&同一个汉语法律法规术语%其译名不统一的情况比较严重&法律法规的汉

译英名称#多元化$现象普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

&我们知道%法律翻译和其他翻译不同%法律法规

的翻译必须维护法律文本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译者在翻译时需谨慎%保证法律用语的严谨性*准确性

和统一性&然而%目前中国的法律翻译呈现的是#百鸟争鸣$的局面%在法律法规名称翻译*法规文号*

术语翻译%具体法律条文翻译等方面都缺乏统一性
+$,

&此外%我国的成文法律法规所使用的名称多种

多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颁布的法律%再加上行政法规%所用的不同名称多达6%多个%其所对应的

英文译名同样数量繁多
+6,

&其主要弊端也在于翻译的不统一和用词的不确切%尤其是法律文件名称中

出现的诸如#法$#规定$#条例$#细则$#决定$ #办法$等术语的翻译问题%其中除#决定$全部被译为

#M+>@K@(,K$%#通知$被译为#>@->H/.-$%#批复$为#(JJ@>@./-+L/E$%#准则$为#>-@I+-@.$以外%其他术语均

有两种以上的翻译&由于我国目前对以上各种术语尚未作出严格的界定%因而给法律翻译的严谨性带

来极大的困难
+",

&

其次是用词的不确切&在把中文的法律法规名称译成英文时%#规定$一词有的译成#-H/+$%有的

译成#L-(G@K@(,$%也有的译成#N+.KH-+$)#办法$一词有的译成#-H/+$%有的译成#-+DH/.I@(,$%也有的译

成#L-(>+MH-+K$)#条例$一词也有译成#-+DH/.I@(,$的&反过来说%#-H/+$既可以是#办法$%也可以是#规

定$)#-+DH/.I@(,$既可以是#办法$%也可以是#条例$&由于英文单词的多义性%在翻译上述这些特定内

容时%就会产生问题
+3,

&通过考究 #-+DH/.I@(,$ #N+.KH-+$和 # L-(G@K@(,$的原文含义以及 #办法$与 #规

定$的法律意义%有学者认为#N+.KH-+$不是法律术语%且 # L-(G@K@(,$只是协议*实质性条款的含义%

#N+.KH-+$和#L-(G@K@(,$均不是法律名称的专门术语)但是#-+DH/.I@(,$是法律术语%其法律词意最接近

于我们国家的条例*规定和办法)建议用#-+DH/.I@(,$或#.>I$来取代#N+.KH-+$和#L-(G@K@(,$

+9,

&

最后是#法$的英文翻译是#/.P$还是#.>I$的问题&一些学者*专家
+$%1,

认为%中国法律法规名称中

关于#法$的翻译%应该参考英美法系的惯常表述&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名称的英译版本中%常见到

使用#/.P$来翻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同时也存在少数用#.>I$或者#>(M+$的情况&而在

英美法系中%#/.P$泛指一切法律%其很少作为法律法规名称)#.>I$指由议会或国会制定的法律%常用

于法律法规的名称)#>(M+$指法典或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法律法规名称对了解和查找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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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甚为重要%如果法律法规名称的译文与英美法系的惯常表述相去甚远%则不能为目标受众即英美

法系的读者所理解%最终致使其心理预期落空
+#,

&也有学者
+6,

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和美国分属

两个不同的法系'中国接近于大陆法而美国法律体系则主要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相应地%中国和美

国的立法程序不同%在立法程序中起作用的权力机关在功能上无法完全重合&两个法系完全不同的国

家%由职能各异的权力机关经过不同的立法程序是不可能制定出内容和精神一致的法律法规的%更不

用说法律名称这一具体因素了&因此%法律名称上出现差异是很自然的%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照搬美

国的法律名称用词%如果照搬可能还会影响到译文读者对中国法律体系的理解&

在我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是

法的正式渊源%具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效力&其中%!!"宪法由第一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是我国

的根本法%处于法律位阶的最高位置%具有最高效力&宪法之下便是!$"法律%此处的法律为狭义的法

律%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两类&基本法律又包含刑事*

民事类的实体法和诉讼法%以及立法法*选举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其次是由国务院制定的!6"行

政法规%一般以条例*规定*办法*实施细则命名%有时也以决定或命令命名&行政法规之下便是!""地

方性法规%由省*直辖市*自治区*设区的市等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一般以条例*规定*规则*办法等命

名&最后便是!3"行政规章%包括由国务院各部委等制定的部门规章和省*直辖市等的人民政府制定的

地方政府规章&考虑到法的正式渊源数量众多%其中翻译成英文版本的也较多%难以对其进行穷尽的

研究&同时%很多法律法规名称英译存在的问题已经有学者做过探讨%而且其采用的研究对象都比较

宽泛%多数都涉及效力层级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

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具有较高效力层级的现行法律法规%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对其英译版本名称进行研究分析%找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将其进行归类&

我们认为法律法规的英译名除了存在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外%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有'!!"译文名称冗长

且极具中国特色)!$"格式词后的介词使用混乱)!6"#X.P$的前置定语表述形式多样&

二"法律法规英译名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法律法规翻译遵循谁立法谁组织翻译的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翻译正式译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负责组织翻译正式译本&因此%笔者进行研究的参考材料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0 !X.PK(J

IC+Y+(L/+.KZ+LHO/@>(JBC@,."!中英对照" !以下简称/法律汇编0"

+7,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汇编0!X.PK.,M Z+DH/.I@(,K(JIC+Y+(L/+.KZ+LHO/@>(JBC@,." !中英文版" !以下简称 /法律法规汇

编0"

+!%,

%前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译%后者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译&虽然%

我国目前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等的英文译本缺乏统一规范和标准%但是/法律法

规汇编0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英文译名上%与/法律汇编0基本保持了一致&由此可见%

对于具有较高效力层级的现行法律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

规(((的英文译名%需要参照权威机构编译的版本%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译的

/法律汇编0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译的/法律法规汇编0%我们认为以此版本的英文译名为语料进行

研究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尽管/法律汇编0和/法律法规汇编0这两个英译本具有权威性%但是据不

完全统计%通过选取其中一些法律法规英文译名中的相应语料!并将其中部分语料进行列举"%对法律

法规名称英文版本进行分析对比%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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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译文名称冗长且极具中国特色

由于受东方哲学*文化*心理等因素影响%汉语在表述上有异于英语的表述%这种差异在法律法规

尤其是我国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表述中尤其突出%而其译文也颇具中国特色(((在翻译时几

乎都按照汉语的行文方式或思维进行处理%致使译文也带有浓厚的中国英语特色%不符合英语的常规

表达习惯
+6,

&还有的译法采用的是#以俗语来译术语$的错误做法
+!!,

&观察/法律汇编0和/法律法规

汇编0中的法律法规名称英译版本%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译文冗长%极具中国特色%与英语的表述习惯

差异较大&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X.P(JIC+Y+(L/+.KZ+LHO/@>(JBC@,.(, IC+Y-(I+>I@(, (J

B(,KHN+-Z@DCIK.,M 8,I+-+KIK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V.-@I@N+U,G@-(,N+,IY-(I+>I@(, X.P(JIC+Y+(L/+.KZ+LHOA

/@>(JBC@,.

例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0的决定'5+>@K@(,

(JIC+SI.,M@,DB(NN@II++(JIC+'.I@(,./Y+(L/+.KB(,D-+KK(, :N+,M@,DIC+8,M@G@MH./8,>(N+F.RX.P(J

IC+Y+(L/+.KZ+LHO/@>(JBC@,.

我们发现%#法$均采用#!44"X.P(JIC+Y+(L/+.KZ+LHO/@>(JBC@,.!(,44"$ !除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商法译为#V.-@I@N+B(M+(JIC+Y+(L/+.KZ+LHO/@>(JBC@,.$"%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均采

用#5+>@K@(, (JIC+SI.,M@,DB(NN@II++(JIC+'.I@(,./Y+(L/+.KB(,D-+KK!(,44"$%表述较长%结构

复杂&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7号公布%

根据$%!!年!月#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0修订"'Z+DH/.I@(,KJ(-IC+8NL/+N+,A

I.I@(, (JIC+B(LE-@DCIX.P(JIC+Y+(L/+.KZ+LHO/@>(JBC@,.!Y-(NH/D.I+M OE5+>-++'()637 (JIC+SI.I+

B(H,>@/(JIC+Y+(L/+.KZ+LHO/@>(JBC@,.(, :HDHKI$% $%%$% .,M .N+,M+M .>>(-M@,DI(IC+5+>@K@(, (J

IC+SI.I+B(H,>@/(, :,,H//@,D.,M :N+,M@,DB+-I.@, :MN@,@KI-.I@G+Z+DH/.I@(,K(, 0.,H.-E#% $%!!"

例3'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7##年9月$3日国务院第!%次常务会议通过%!7##年1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Y-(G@K@(,K(JIC+SI.I+B(H,>@/B(,>+-,@,DIC+

U,>(H-.D+N+,I(J8,G+KIN+,IKOEB(NL.I-@(IKJ-(NF.@P.,!:M(LI+M OEIC+!%

IC

UR+>HI@G+V++I@,D(JIC+

SI.I+B(H,>@/(, 0H,+$3% !7##% L-(NH/D.I+M OE5+>-++'()1 (JIC+SI.I+B(H,>@/(JIC+Y+(L/+.KZ+LHO/@>

(JBC@,.(, 0H/E6% !7##% .,M +JJ+>I@G+.K(JIC+M.I+(JL-(NH/D.I@(,"

可以看出%对上述法律法规名称进行翻译的时候%是按照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行文模式进行处理

的%结构较为复杂%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不利于英语国家的读者理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三点'首先%译者过分强调#异化$和#信$%加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件原名较长%就使得译名看

起来冗长繁琐)其次%我国制定的个别法律名称本身冗长%缺乏法律语言应有的简捷和严谨%而翻译者

又不懂#归化$%也就不避其繁了)再次%对号入座*机械翻译
+9,

&

#二$ 格式词后的介词使用混乱

对权威机构发布的法律文本的英译本进行梳理后发现%在名称的译文中%语法错误较为明显%包

括冠词的不当省略*单复数形式混乱*介词误用等
+6,

&笔者研究发现%其中较为普遍的语法错误是格式

词后的介词使用混乱&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名称的英译版本中%对于 /法律汇编0中的 #决定$和

#!暂行"条例$对应的格式词为 #5+>@K@(,$和 #!Y-(G@K@(,./"Z+DH/.I@(,K$)/法律法规汇编0中的 #!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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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条例$#!暂行*若干*补充*特别"规定$#!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和#规则$等的英文翻译%也有相

应的格式词对应%分别为 #!8,I+-@N" Z+DH/.I@(,K$ #!8,I+-@N% S+G+-./% SHLL/+N+,I.-E% SL+>@./" Y-(G@A

K@(,K$#!8,I+-@N"V+.KH-+K$#ZH/+K$和#ZH/+K$ !实施细则和规则格式词均为 ZH/+K"&虽然存在一一对

应的格式词%但是格式词后面的介词 >(,>+-,@,D*J(-*(J*(,*I(等使用稍显混乱%以 #条例$和 #规定$

为例&

例9'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Z+DH/.I@(,K(, SHL+-G@K@(, .,M :MN@,@KI-.I@(, (JS+>H-@I@+KB(NL.,@+K

例1'农药管理条例'Z+DH/.I@(,K(, Y+KI@>@M+:MN@,@KI-.I@(,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Z+DH/.I@(,K(JIC+Y+(L/+.KZ+LHO/@>(JBC@,.(, 5-(HDCIZ+/@+J

对于格式词#Z+DH/.I@(,K$后面所使用的介词%总共有 (,*(J和 J(-三种情形&对#44管理条例$的

翻译%#Z+DH/.I@(,K$后接的介词是 (,%如例9和例1所示&#中华人民共和国44条例$采用的翻译形式

为#Z+DH/.I@(,K(JIC+Y+(L/+.KZ+LHO/@>(JBC@,.(,44$直接跟在#Z+DH/.I@(,K$后的介词是 (J%然后才

是 (,%可以参见例#&对#44实施条例$的翻译比较特殊%用的#Z+DH/.I@(,KJ(-IC+8NL/+N+,I.I@(,$%这

类情况#Z+DH/.I@(,K$后的介词是 J(-%可参看上述例"&

例7'/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0的补充规定'SHLL/+N+,I.-EY-(G@K@(,KI(IC+

S+G+-./Y-(G@K@(,KB(,>+-,@,D8,G+KIN+,IKV.M+OE_.-@(HKY.-I@+KI(BC@,+K+AJ(-+@D, UdH@IE0(@,I_+,IH-+K

例!%'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Y-(G@K@(,K(JIC+SI.I+B(H,>@/J(-IC+U,>(H-.D+N+,I(Jc(-A

+@D, 8,G+KIN+,I

例!!'国务院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Y-(G@K@(,K(JIC+SI.I+B(H,>@/B(,>+-,@,DIC+U,A

>(H-.D+N+,I(J8,G+KIN+,I@, 5+G+/(L@,DW.@,., 8K/.,M

例!$'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Y-(G@K@(,K(, *H@M@,D5@-+>I@(, (Jc(-+@D, 8,G+KIN+,I

对于格式词#Y-(G@K@(,K$后面所使用的介词%在/法律法规汇编0中总共有 I(*(J*(, 和 >(,>+-,@,D

四种情形&对于#44的补充规定$%#Y-(G@K@(,K$后接 I(%如例7&同样在例7中%还可以发现%/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0的#若干规定$后面接的是#>(,>+-,@,D$&#国务院44的规定$%

英文翻译采用#Y-(G@K@(,K(JIC+SI.I+B(H,>@/44$的形式%如例3%例!%和例!!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这

里三个例子都是#关于鼓励44的规定$%但是#关于$的翻译却不一样%例!%中用的是 J(-%例3和例!!

中用的是 >(,>+-,@,D&同样的意思%却使用了两个不同的介词&在例!$中%#Y-(G@K@(,K$后面接的是介词

(,&这些多样化的翻译版本%虽然不涉及语言层面的对错问题%但是反映出我国法律法规术语译名翻

译的不严肃性*不统一性
+!,

&

#三$ %X.P&的前置定语表述形式多样

在前文提到%#法$一般采用的英文形式为 #!44" X.P(JIC+Y+(L/+. KZ+LHO/@>(JBC@,.!(,

44"$%如上述例!和例$所示%例!中#X.P$前面没有前置定语%而例$中#X.P$前面则有三个单词作为

前置定语&下面再举几个更为直观的例子&

例!6'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V.--@.D+X.P(JIC+Y+(L/+.KZ+LHO/@>(JBC@,.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M(LI@(, X.P(JIC+Y+(L/+.KZ+LHO/@>(JBC@,.

例!3'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X.P(JSH>>+KK@(, (JIC+Y+(L/+.KZ+LHO/@>(JBC@,.

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都属于婚姻家庭类法律%但是其翻译形式却不尽相同&例!6中的婚姻法

和例!"中的收养法分别在#X.P$前面加了前置定语#V.--@.D+$和#:M(LI@(,$%而例!3中的继承法却没

有把#SH>>+KK@(,$放在#X.P$前作前置定语&再如'

例!9'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X.O(-X.P(JIC+Y+(L/+.KZ+LHO/@>(J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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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F-.M+\,@(, X.P(JIC+Y+(L/+.KZ+LHO/@>(JBC@,.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X.P(JIC+Y+(L/+.KZ+LHO/@>(JBC@,.(, S.J+IE@, V@,+K

例!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X.P(JIC+Y+(L/+.KZ+LHO/@>(JBC@,.(, [(-? S.J+IE

同样地%劳动法*工会法*矿山安全法和安全生产法都属于劳动类法律%但翻译形式也有区别&例

!9中的劳动法和例!1中的工会法分别在#X.P$前面加了前置定语#X.O(-$和#F-.M+\,@(,$%而例!#中

的矿山安全法和例!7中的安全生产法却没有在#X.P$前加上前置定语&所以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我国

的法律法规英译工作成就斐然%但是法律法规译名规范化*统一化的程度却远远不够
+!!,

&

三" 法律法规名称英译问题的相应解决策略

法律翻译和法学著作的翻译推动了我国法制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
+!$,

&法律法规英译本的读者或

对象!即译本受众"可分为直接接受者和间接接受者%其中%英语国家和母语非汉语的其他非英语国家

的读者为直接和主要接受者%而中国读者应被定位为次要或间接接受者%这就要求在英译法规名称

时%不应为了照顾译文的间接接受者而追求译文语言的平易化
+6,

&但是%由于法律制度和语言文化的

差异%我国法律法规名称在翻译成英文版本时%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总体来说%汉英法律法规译者%

既要提高汉英翻译能力%更要熟悉中外法律
+!,

&在对我国法律法规名称英译时%应尽量使用英语国家

法律文本中的惯常表达%依照权威法律翻译工具书确定的译名%参照权威英文媒体确定的法律法规译

名等%应使译文清晰顺畅%没有太多的翻译痕迹%能使译文受众更易根据其母语思维方式理解和接受

译文&除此之外%为了满足译本受众的期待和需求%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

定的行政法规名称英译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引用英文名称时参考权威机构编译的版本

$%%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拟定了/立法技术规范!试行" !一"0 !法工委发+$%%7,

9$号"%针对立法工作中带有共性和普遍性的有关法律结构*法律条文表述和法律常用词语等立法技

术层面的问题进行了规范&地方政府为了解决立法工作中存在的条文逻辑不明晰*用语不规范*文字

表述模糊等问题%也会制定相应的立法技术规范%比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杭州市地方立法技

术规范0&

!也就是说%我国国内的立法有可供参照的立法技术规范&

虽然国内法律适用中文%但翻译的英文译本具有宣传作用%必须维护法律文本的严谨性和权威

性&早在!77#年我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法规译审和外事司正式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汉英

对照词语手册0

+!6,

%但是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等的英文译

本的统一性和规范性程度还有待提高&值得庆幸的是%通过对比/法律汇编0和/法律法规汇编0中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英文版本名称%可以发现英文译名基本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编译的/法律法规汇编0%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英文版本名称上%与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译的/法律汇编0保持了一致&因此%在引用法律法规名称英文版本时%

一定要查找相关权威机构编译的版本%从而避免出现不统一的情况&

#二$ 尽量简化译文的长度和结构

笔者认为对中国法律的英译表达%最好的参照物应该是英美法系的法律表达%因为不仅中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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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的读者更多来自于英语国家%而且国际上对于英美法律的表述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因此%采用英

美法系中对法律法规名称的表达更具有可接受性&笔者选取了美国法律作为研究比较对象%通过访问

#[+KI/.P'+RI数据库$%

!对美国法律法规名称进行了分析对比&

首先是#法$的译文相对比较简化&美国各州单独立法%州与州之间的情况各不相同%其中纽约州

大部分关于#法$的表述为#X.P$%与中国相似%因此选取纽约州的#X.P$为例&笔者以纽约州的法律汇

编 M@J%""'.N#0("#(1%/-$'/ ,-E#()O'EP(+Q中的法律名称为语料进行研究%此书共有"$!章%并选取收

录在不同章节中的某些法律名称进行列举&

例$%':/>(C(/@>]+G+-.D+B(,I-(/X.P

例$!'U,G@-(,N+,I./B(,K+-G.I@(, X.P

例$$'UKI.I+K% Y(P+-K.,M F-HKIKX.P

例$6'X.O(-X.P

例$"'_(/H,I++-:NOH/.,>+[(-?+-Kg]+,+J@IX.P

例$3'[(-?+-KgB(NL+,K.I@(, X.P

其中%例$%位于第6 2]章%例$!位于第"6 2]章%例$$位于第!1 2]章%例$6位于第6!章%例$"位

于第9" 2]章%例3$位于第91章&可以看出%此种表述与我国法律名称的英文表述相比较为简明&故

此%笔者建议%删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名称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翻译#(JIC+Y+(A

L/+.KZ+LHO/@>(JBC@,.$%只保留对#44法$的英文翻译&但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中%要表明是中国的法

律时%可以在其后加上!YZB"&也就是说%我们上述列举的#法$则相应变为!/.P的前置定语表述形式

问题留待下文讨论"'

例!'X.P(JB(,KHN+-Z@DCIK.,M 8,I+-+KIKY-(I+>I@(,!YZB"

例$'V.-@I@N+U,G@-(,N+,IY-(I+>I@(, X.P!YZB"

例!6'V.--@.D+X.P!YZB"

例!"':M(LI@(, X.P!YZB"

例!3'X.P(JSH>>+KK@(,!YZB"

例!9'X.O(-X.P!YZB"

例!1'F-.M+\,@(, X.P!YZB"

例!#'X.P(, S.J+IE@, V@,+K!YZB"

例!7'X.P(, [(-? S.J+IE!YZB"

接下来是#条例$#规定$#规则$等的简化%美国相应部门发布的#条例$ #通知$ #规则$等均采取

了相似的形式%笔者选取了美国环境保护署!UY:"发布的#'(I@>+K$和美国内政部安全和环境执法局

发布的#ZH/+K.,M Z+DH/.I@(,K$两个例子进行列举&

例$9'

';F8BUS

"

U'_8Z;'VU'F:XYZ;FUBF8;':*U'B̀

#6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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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Y:2We2;[2$%!$ 2%$!1) cZX27733 2$1 2;[,

5-@,?@,D[.I+-B(,I.N@,.,IB.,M@M.I+X@KI"(c@,./

FCH-KM.E% '(G+NO+-!1% $%!9

例$1'

Z\XUS .,M ZU*\X:F8;'S

!

5UY:ZFVU'F;cFWU8'FUZ8;Z

]H-+.H (JS.J+IE.,M U,G@-(,N+,I./U,J(->+N+,I

6% BcZY.-I$3%

+5(>?+I85' ]SUU2$%!9 2%%!%) !1aU!1%%5aUUUU3%%%%% Ua!Sc%%%%)5:e%%%,

Z8'!%!" 2::6%

B@G@/Y+,./IE8,J/.I@(, :M=HKIN+,I

FCH-KM.E% '(G+NO+-!1% $%!9

由例$9和例$1可以看出%美国这些部门制定的法规都是将法规名称以大写直接放在第一行%紧接

着按照发布机构由大到小的顺序进行了排列%随后是法规的索引号%然后是法规的名称%最后一行是

发布日期&这样的结构布局十分清楚%让读者一目了然&笔者建议我国的法规可参照此种结构进行简

化%上述的例"和例3则可以简化为'

例"'

Z+DH/.I@(,K

SI.I+B(H,>@/

Y-(NH/D.I+M OE5+>-++'()637 (JIC+SI.I+B(H,>@/

8NL/+N+,I.I@(, (JIC+B(LE-@DCIX.P

:HDHKI$% $%%$

例3'

Y-(G@K@(,K

SI.I+B(H,>@/

Y-(NH/D.I+M OE5+>-++'()1 (JIC+SI.I+B(H,>@/

U,>(H-.D+N+,I(J8,G+KIN+,IKOEB(NL.I-@(IKJ-(NF.@P.,

0H/E6% !7##

#三$ 制定不同格式词的一致结构标准

关于介词的用法%笔者参考了/B(//@,KB(OH@/M 英语语法系列'!)介词0

+!",

%书中引言部分指出%英

语有!%%多个介词%比英语里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数量要少得多%在!%个最常见的英语词中%介词

就占6个'(J%I(%@,%介词使用的频率远远高于名词*形容词或动词等一般的词&因此%正确使用介词十分

重要&上文所述我国法律法规英译名称中各个介词的用法如下'

J(-*(J*(,*I(这四个介词的用法较多%J(-在书中总共列举了$9种用法%(J有$$种用法%(, 有$9种用

法%I(有!9种用法&>(,>+-,@,D有一种用法%即引出所说*所写或所想的事有关的内容%用在名词之后%

如上文例3%例7和例!!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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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在例"和例!%中出现%应该采用书中所述 J(-的第!!种用法'用在某些词之后来表明与某特性*

事物*或行为有关%可用在形容词和名词之后%以及附加状语里&笔者认为%此时的 J(-与 >(,>+-,@,D的

意思和用法类似&正如笔者在上文中提到%例3%例!%和例!!三个例子都是#关于鼓励44的规定$%但

是#关于$的翻译却不一样%例!%中用的 J(-%例3和例!!中用的 >(,>+-,@,D&同样的意思%却使用了两个

不同的介词&

(J出现在例3%例#%例!%和例!!中%应该采用书中所述 (J的第9种用法'表示某事物或某种特性所

属的人和东西%用在名词之后&例#中 (J后面接的是#IC+Y+(L/+.KZ+LHO/@>(JBC@,.$%例3%例!%和例!!

中 (J后面接的是#IC+SI.I+B(H,>@/$&

(, 在例9*例1*例#和例!$中均有使用%虽然 (, 有$9种用法%但是却没有找到与四个例子中直接相

对应的意思和用法%只有一个比较接近((((, 的第$$种用法'表示关于某一主题的书*讨论或想法%用

在名词之后或附加状语里&再看 >(,>+-,@,D和 J(-的用法%例9*例1*例#和例!$中的 (, 若换为 >(,>+-,A

@,D或者 J(-%同样也可以&

I(用在例7中%应该采用书中所述 I(的第7种用法'与一些词连用可表示与某事有关联的或用作比

较的事物%用在名词和形容词之后%以及附加状语里&

通过上文对格式词#条例$和#规定$(((#Z+DH/.I@(,K$和#Y-(G@K@(,K$后所接介词的分析%格式词

后面的介词 >(,>+-,@,D*J(-*(J*(,*I(等使用比较混乱%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使用标准%而且某些介词的使

用是否准确也有待商榷&这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利于#法律用语的严谨性*准确性和统一性$

+$,

&

由上文#简化译文的长度和结构$的讨论可见%对 #条例$和 #规定$简化之后%格式词 #Z+DH/.A

I@(,K$和#Y-(G@K@(,K$之后不需要再接介词了&如果将具有不同格式词的法规%制定了一致的结构标准

!如上文简化后的例"和例3所示"%也就可以避免出现格式词后所接介词混乱使用的情形&

#四$ 尽量统一%X.P&的表述形式

上文从例$%至例$3列举了纽约州的#X.P$%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名称英文版本据此也

相应进行了简化&但是有的#X.P$前面加了前置定语%而有的#X.P$前面却没有前置定语%而是在其后

面加上介词 (J和 (,%这样我国#法$的英文版本依旧没有统一的表述&

观察纽约州的#X.P$%不难发现其表述是用并列的名词或者名词词组直接作为前置定语修饰

#X.P$%必要的时候还用了逗号和名词所有格%使得#X.P$的表述形式都一致&我国法律名称也可以借

鉴这种表述形式%前述例!*例!3*例!#和例!7相应变为'

例!'B(,KHN+-Z@DCIK.,M 8,I+-+KIKY-(I+>I@(, X.P

例!3'SH>>+KK@(, X.P

例!#'V@,+S.J+IEX.P

例!7'[(-? S.J+IEX.P

对于基本立法%可参照国外的惯常表述而使用并列结构%在翻译时不妨尊重英语的这种表述习

惯&由于法律的调整事项或适用对象才是人们关注的重心%故而应凸显主题%方能让人一看就知道该

法的内容
+6,

&与此同时%将#X.P$的表述形式进行统一之后%进一步简化了译文的长度和结构&

四" 结&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的法律势必要被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我国出版法律法规英译本

的初衷%旨在让外国人了解我国的法律%在目的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

%"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 年



众(((译文所意指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
+6,

&如果法律

法规名称的译文不规范*不统一%且表述冗长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语法错误且表述形式多样%则不能

使我国法律法规英译版本的目标受众很好地了解我国法律&因此%采取相应的解决策略来避免产生此

类问题%修正出准确的*规范化的*统一的法规法律译名是势在必行的&当然%由于大陆法系与普通法

系法律制度存在差异%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再加之我国法律本身具有的特殊

性%导致中国法律法规名称的英译版本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鉴于此%在对我国法律法规名称

进行英译的过程中%可以参考借鉴普通法系国家!如美国"法律法规名称的表述方式%并由有关部门

!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制定法律法规名称英译的统一标准%保证法律专业用语

的权威性%严谨性和统一性)对于即使经国家有关部门进行规范化的翻译成果仍需进一步规范化的%

应该组织专家对现有的规范化成果进行更新*补充
+!3,

%同时%采用相应的法律翻译原则%如一致性原

则%即在#一词一义$#多词多义$#语义上下义$等情况下保持一致性%从而使外国人更好地了解我国

法律%促进中国在国际上的法律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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