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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不同国家不同语

种的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全球的翻译市场规

模稳步增长。据统计，2014 年全球翻译行业

市场规模达到 371.9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23%，预计到 2020 年全球翻译产业规模将达

到 530 亿美元左右 [1]。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开

始通过机器翻译来介入这个庞大的市场。

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是使用计

算机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一门科

学 [2]，以解决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障碍。随着

近两年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兴起，机器翻译的质

量得到显著的提升，谷歌、百度、有道、腾讯、

搜狗等众多科技公司都开展了机器翻译产品的

研发，一些实时机器翻译系统开始在体育、旅

游等领域得到应用。

外文科技文献是科研人员和科技信息工作

者获取国际科研动态的重要来源，由于其包含

大量专业领域词汇，信息获取难度较大。日本

是一个科技强国，在科技领域有很多值得学习

的地方，但是由于我国科研人员很少具备日语

语言能力，导致对日本的科技发展不能进行深

入了解和充分借鉴。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的文献服务为例，到 2015 年为止共收录日文文

献共 400 多万篇，涵盖了日本国内出版的大部

分重要科技文献，实际 2015 年国内原文传递量

不足 3%，远低于英文文献的服务数量。在这种

情况下，利用机器翻译能够辅助科研人员从外

文文献中挖掘重要信息，进而掌控国际科研动

态。

近十多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

日本也越来越重视与我国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其中语言问题是影响双方交流的主要障碍。

中日科技机器翻译合作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开展。中日两国的机器翻译研究都有比较长的

历史，在各自语种的分析和处理方面有丰富的

经验，合作研究能更好的取长补短，减少单方

面的研发投入，加快研发进程。机器翻译合作

研究是中日两国开展科技领域合作的一项重要

课题，其最终目标是推动两国机器翻译研究共

同进步，同时实现在科技文献翻译方面的实用

化。

2  中日科技机器翻译研究现状

我国是继美国、前苏联、英国之后，世界

上第四个开展机器翻译研究工作的国家。1956

年，机器翻译研究就列入了我国科学工作的发

展规划，1959 年进行了俄汉机器翻译实验 [3]。

目前国内在机器翻译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

相对于通用领域的机器翻译研究，科技领

域的机器翻译研究相对较少。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很早就参与了机器翻

译研究工作，主要面向机器翻译在科技信息工

作中的应用。中信所于 1974 年参加 “748” 工

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启动机器翻译

研究；1978 年 12 月与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合作研发的 “ 英汉题录机器翻译 ” 投入试用；

1987 年参与了日本 ODA 多语言机器翻译研究；

1989 年参与 “ 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IMT/

EC-863）项目 ” 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十一五期间，中信所开展了机器翻译在科技文

COOPERATIVE RESEARCH ON CHINESE-JAPANESE MACHINE TRANSLATION 
FOR S&T DOCUMENTS

面向科技文献的中日机器翻译合作研究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7 年第 3 卷   第 3 期  006

献信息处理方面的应用研究，在全国机器翻译

研讨会的科技类机器翻译评测中名列前茅，英

汉科技机器翻译系统已经服务于国家科技图书

文献中心网站的英文论文标题和摘要翻译 [4-6]。

日本在机器翻译领域的研究也非常早，同

时一直致力于推动亚洲语言的机器翻译研究 [7,8]，

并且提出了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理论 [9]，推动

了机器翻译理论方法的进步。2006 年，为了促

进科技信息的传播，日本开始实施 “ 日中 · 中

日语言处理技术开发研究 ” 项目，探索运用语

言结构的通用型基于实例的翻译方法，研究从

对译语料中半自动生成科技文献翻译和信息检

索用辞书的方法，特别以中文为焦点，构筑大

规模语言资源，利用该语言资源开发机器翻译

原型系统、进行实验及评价 [10]。与中国不同的

是，日本的企业研究所占研究机构的 60% 以

上，东芝、Retec 等公司也投入大量资源开展

机器翻译研究。尤其随着专利数据的快速增长，

专利领域的机器翻译也同样是日本机器翻译研

究的重点，由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组织的

NTCIR 评测中，专利机器翻译是重要的评测任

务之一 [11]。

3  合作研究背景

在科研全球化背景下，中日机器翻译的开

发研究对促进中日科技信息的双向传播、促进

中日科技战略合作、促进中日创新的可持续发

展至关重要 [12]。日本从 2006 到 2010 年的 5 年间，

政府累计投资科研经费近 10 亿日元，通过相关

研究所和大学的合作，实施了国家重要项目 “ 日

中 • 中日语言处理技术开发研究 ”，但是仍然有

部分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包括日汉机器

翻译双语资源不足、中文句法分析准确率较低、

缺少科技领域机器翻译实际应用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

构 JST 开始在中国寻找日汉机器翻译研究合作

伙伴，并于 2011 年 6 月向当时的科技部曹健林

副部长进行了汇报，表达了合作意愿。科技部

对本项合作非常支持，通过中信所联络国内在

中文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

科研单位与日方进行了多次项目研讨，共同协

商中日两国开展面向科技文献的机器翻译合作

研究的各种问题，尤其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技术路线、知识产权以及如何开展实用化等问

题。经过多方共同努力，科技部国际合作专项

“ 面向科技文献的日汉双向实用型机器翻译合

作研究 ” 于 2014 年 2 月正式获批，执行时间为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中方由中信所牵头，

联合中科院自动化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及北京

交通大学共同参与，日方由 JST 牵头，联合京

都大学、筑波大学、丰桥技术科技大学及情报

通信研究机构等单位共同参与。

4  合作研究基础与知识产权

日本是传统的科技强国，近几年连续多年

获得诺贝尔奖，其科研实力可见一斑，其科技

动态和科研经验值得我国科研工作者关注和借

鉴；随着近些年我国综合科研能力的提高，日

本国内科研部门也非常关注我国的科研动向，

希望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中信所与 JST 作

为中日两国重要的科技信息机构，各自都需要

为本国科研人员和决策部门提供国外科技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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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共同目标是双方开展科技领域机器翻译合

作项目的基础。

中日两国机器翻译研发人员分别在各自语

言的句法分析技术上具有天然优势。日方在基

于实例的机器翻译引擎、日语词法和句法分析

方面处于国际领先位置，近年来中方在统计机

器翻译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参与本项目合

作的中科院自动化所在 IWSLT、NIST 机器翻译

评测中名列前茅，哈尔滨工业大学在中文句法

分析研究方面也有很深的积淀。双方合作能够

取长补短，充分利用对方已有的技术降低己方

的投入，同时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

由于合作项目涉及中日两国多家单位，代表

着不同的利益团体，为了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

双方各成员单位首先对合作项目中可能产生的的

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界定。中日双方本着平等互

换的原则在合作研究框架内共享研究成果，主要

内容涉及以下四点：(1) 理论研究成果公开发表；

(2) 合作发表的学术论文按贡献大小排列作者及

其单位；(3) 独立完成的专利、软件著作权和学

术论文属各自国家的单位；(4) 在项目合作范围

内，项目参与单位可以自由使用其他单位提供给

项目的数据和工具，合作项目结束之后，则需要

征求原单位同意才可继续使用。

总之，共同的目标、互补的技术以及清晰

的知识产权界定，是本合作项目能够顺利开展

的最基本条件。

5  合作研究内容与成果

本合作项目主要目标是建立实用型日汉双

向机器翻译系统并在科技信息服务领域进行应

用，合作内容包括双语资源建设、日汉词法句

法分析工具及机器翻译引擎的共建和共享。

机器翻译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双语

资源、模型方法和工具、具体应用等三个层次，

图 1 展示了整个中日机器翻译合作项目的研究

路线图。

图1  中日机器翻译合作研究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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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语言资源是整个项目的基础，包含日

汉双语词典和日汉双语平行句对。平行句对是

统计机器翻译训练必须的资源，规模越大，翻

译引擎的翻译效果越好。由于科技文献中专业

词汇较多，不同科技领域的文献内容差别较大，

这对科技领域机器翻译双语资源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此本项目通过科技翻译词典来对双语

语料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同时，双方通过共

建共享的方式进行合作，能够大大降低单独一

方的投入。

模型方法部分是合作研究的重点，涵盖了

机器翻译系统的各个模块，包括中文和日文的

词法分析、句法分析、翻译引擎研究等。具体

执行过程中，中日双方分别由中信所和 JST 负

责统筹，对每家合作单位的具体工作内容进行

了分工，并定期对工作进度进行监督。除了邮

件交流之外，每年均安排两国研究人员出国互

访，进行面对面交流，一方面能更好的理解彼

此的研究工作，共同商议项目和难点的解决办

法，另一方面也增进了项目成员之间的友谊。

经过合作研究，日方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引擎

在项目结束时在汉日翻译中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中方的科技领域中文句法分析研究也采用了最

先进的分词、词性标注及句法分析的一体化模

型，句法分析准确率由 80% 提升到 90%；中方

在翻译引擎研究方面，分别在如何充分利用源

语言和目标语言句法知识方面、如何有效引入

实例机器翻译思想方面以及如何利用语义信息

方面提出了多种创新思想，结合深度学习在机

器翻译引擎方面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机器翻译

引擎的翻译效果。

成果应用方面，合作项目最终由中信所和

JST分别在科技信息服务中开展集成应用示范。

中信所将项目成果应用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

心（NSTL）的日语论文题目和摘要翻译服务，

JST 则将汉日机器翻译应用于日本最大的科技

文献信息服务网站 JDREAM 所收录的中文论

文摘要的翻译。如图 2、3 是分别是 NSTL 和

JDREAM 网站应用的示例。

图2  NSTL日语论文摘要翻译

图3  JDREAM中文论文摘要翻译

6  结论

机器翻译这样的跨语言研究适合通过国际

合作来进行，尤其是面向科技的机器翻译更偏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7.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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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共服务的性质，两国合作一方面可以减少

单个国家在资源建设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可

以充分利用双方在本国语言处理方面的专长，

取长补短，加快实现在科技信息服务中的实用

化，增进两国的科技和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的机器翻译合作项目一开始就从

合作目标、合作模式、合作内容、知识产权等

多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设计和协商，为顺利

开展合作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项目过程中

双方一直都秉承平等互利的原则，双方研究人

员在合作过程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项目的合

作模式、合作成果及合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

解决方案，为开展更多跨国机器翻译合作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目前国际合作项目已经顺利达成了预期目

标，并完成结题验收。但是对参与课题的中日

两国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来说，为期两年的合

作项目实际上只是双方开展机器翻译合作研究

的一个开始，中信所与 JST 签署了后续的合作

协议，继续推进双方在科技领域机器翻译实用

化方面的工作，JST 和日本国内的科研机构也

更多的认识到国际合作的优势，因此在近几年

不断的通过 NTCIR、WAT 等会议来推动研究机

构进行亚洲语言机器翻译的研究。近两年随着

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方法在机器翻译中的应用，

机器翻译的效果越来越好，中信所与 JST 不仅

致力于日汉机器翻译在公益类科技信息服务中

的应用，同时也开始在商业应用方面进行更深

入的合作，继续推进日汉机器翻译的实用化。

语言障碍一直以来都是制约不同国家和民

族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每年全球有几百

亿美元用于翻译，机器翻译研究正不断努力来

解决这个问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机器翻译

会更多的走入人们的生活，并帮助科研人员实

现有效无障碍的跨语言科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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