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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通知

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发挥应用翻译在“走出去”中的作用，培养

高素质应用型翻译人才，促进国际文化传播和翻译理论创新，中国翻译协会与上海市

科技翻译学会将于2017年4月21日至23日在宁波举办“第七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

会”。会议由《上海翻译》编辑部策划，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中国翻译》编辑

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防工业出版社等单位协办。会议将特邀该领域的著名教

授、专家做主旨发言，并诚邀全国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翻译业界的专家、学者参会

研讨。

主 题：“一带一路”方略中的应用翻译教学与理论创新

议 题：1．“一带一路”与高质量翻译人才培养

2．应用翻译的理论创新

3．应用翻译策略的系统研究

4．翻译规范的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

5．各类文本应用翻译的实践研究

时 间：2017年4月21日—_23日

地 点：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提交：请于2017年4月3日前将论文摘要(350字左右)以附件方式发送至

会议专用邮箱：nbu2014@163．com，邮件主题为：您的全名+论文名称。

全文提交：请于2017年4月10目前将论文全文发送至nbu2014@163．com。会

议筹备组届时将组织专家评选出优秀论文，《上海翻译》将择优刊登。

邀请书：2017年4月10日前将向通过论文(摘要)评审的作者寄发邀请书和会

议回执。

会务费：800元。交通费与住宿费自理。

会议联系人：刘学明 Tel：13486038196 E—mail：nbu2014@163．eom

网 站：http／／m．nbu．edu．cn

第七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组委会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937／H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2-9358 定价：12．50元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