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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的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王华树

摘 要: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迅猛，极大地提升了翻译生产效率，对语言服务行业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背

景，本文首先阐述了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的基本概念，论述了主要的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在现代翻译实践中的重

要作用，分析了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的发展趋势。文章最后指出，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已经成为现代译学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对于提高语言服务行业生产力，促进译学理论创新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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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纵观历史长河，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包括每

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都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息

息相关。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发电机技术

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推动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

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信息时代。
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导和源泉，

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推

动了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近年来，云计算、物
联网、大数据等颠覆性的技术不断涌现，正在改变

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类的生产方式。在

信息技术驱动的变革时代，翻译技术迅猛发展，广

泛应用于语言服务的各个层面，对传统的手工翻

译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2． 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概况

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为主体的信息技

术革命，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科技的力量已

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长期以来，语言

学家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一直致力于追求人工智

能的梦想，让计算机实现全自动化的翻译技术，解

决与日俱增的语言翻译和交流的问题，计算机辅

助翻译(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简称 CAT) 技

术和工具应运而生。
关于计算机辅助翻译的概念，国内外诸多学

者 均 有 论 述，国 外 的 如 Melby ( 1983 ) ， Kay
( 1997) ，Kenny( 1999) ，Hutchins( 1986) ，Bowker
( 2002) ，Somers( 2003 ) ，Quah ( 2006 ) 等，国内的

如袁亦宁( 2002) 、徐彬( 2004) 、张政( 2005) 、苏明

阳 ( 2007 ) 、钱 多 秀 ( 2009 ) 、俞 敬 松 和 王 华 树

( 2010) 、王华树 ( 2012 ) 等。归结起来，大致可分

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通常

是指利用翻译记忆的匹配技术提高翻译效率的翻

译技术。它利用计算机模拟人脑记忆功能的机

制，将翻译过程中简单、重复性的记忆活动交给计

算机来做，将译者从机械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以

全力关注翻译本身的问题。计算机辅助翻译是以

人为主体进行的翻译活动，区别于全自动化的机

器翻译，前者可以称为“机助人译”，后者可以称

为“人助机译”。国 外 的 SDL Trados、Déj Vu、
Wordfast、MemoQ、STAＲ Transit 等主流的计算机

辅 助 翻 译 工 具，以 及 国 内 的 雅 信 CAT、传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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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T、朗瑞 CAT、雪人 CAT 等工具均属于此类技

术范畴。广义的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则不限于

此，可以涵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能用到的提高

翻译效率的信息技术，例如，译前的编码处理、可
译资源提取、字数统计、任务分析、术语提取等; 译

中的片段复用、搜索验证、术语识别、进度监控; 译

后的格式转换、模糊匹配、自动化质量保证、语言

资产管理等; 以及语料自动对齐、机器翻译、语音

输入、语音翻译等技术。本文主要探讨翻译记忆、
翻译质量控制、格式处理、翻译协作以及现代翻译

管理等代表性的技术应用。

3． 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的主要作用

现代翻译项目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字，涉及多

语种、多领域以及多学科，而手工作坊式的翻译模

式存在一系列问题 ( 如资源分配、风格统一及术

语一致性等) ，翻译效率极其低下，不适应时代的

发展。随着翻译技术突飞猛进，翻译工具的功能

不断改善，在一个追求效率的产业化时代，计算机

辅 助 翻 译 技 术 在 现 代 翻 译 工 作 中 的 作 用 日 益

凸显。
3． 1 复用语言资产

在计算机辅助翻译环境下，对于翻译过程中

重复出现的内容，翻译记忆系统会自动识别并插

入译文区，节省了重复输入和语言组织的时间。
这在翻译产品文档、客户支持指南等包含有大量

重复性内容的文本时可以极大地节约时间。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翻译记忆库从原有的翻译数据库

中提供“100% 匹配内容”( 完全匹配内容) 或“模

糊匹配内容”( 相似但不相同的匹配内容) 来帮助

译者进行翻译。不完全匹配的内容会以其他颜色

标注出来。当不匹配内容为数字时，可以自动替

换成新数字使其完全匹配。对于同一个类型的项

目来说，在翻译记忆库中存储的内容越多，翻译后

续内容的速度将越快。在非文学翻译过程中，存

在着大量的重复翻译，CAT 工具能够取代大量非

必要的人力重复劳动，效率的提升可以直接带来

收入的增加。此外，利用语料对齐技术 ( 如 SDL
Trados WinAlign) ，可批量回收双语语料，将配对

后的平行语料导入翻译记忆库中，在遇到相关文

本时，可调用原有的翻译，重复利用语言资产节省

翻译的时间与成本。

3． 2 控制翻译质量

在翻译质量控制花费时间越多，翻译成本就

越高。在当今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规模较大的

语言服务提供商已经深刻认识到这种两难选择，

借助 CAT 技术，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翻译质量检

查的自动化。在翻译过程中，系统会自动进行拼

写检查、语法检查、数字、单位、日期、缩略语、标签

以及多种格式检查等。在翻译之后，对于校对量

非常大的稿件，比如客户要求每天校对 30 种语

言 1000 页的文字，如果完全由人工校对，所花费

的时间成本和人员投入成本，将非常之高。利用

自动化校对工具，如 SDL QA Checker、QA Distill-
er 等工具，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大型项目的自动

化检查。
影响译文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术语统一的

问题。如果术语表中总词条在几十个之内，由人

工来校对，还是可能保证的，但是如果客户提供的

术语表高达数千条，很难依靠人工进行术语校对。
加载术语库之后，可以在翻译过程中，保持术语在

同一个文章或同一个项目中的一致性。( 王华树

2013: 24)

3． 3 简化翻译格式

在传统翻译模式下，对于文档中的分栏、文本

框、页眉、页脚、脚注等复杂格式编辑，以及 INDD、
FM、PDF、HTML 等各种格式类型转换等方面，需

要耗去译者大量的时间。传统的方式处理图文并

茂的 PowerPoint 格式文件，通常采用单纯的删除

原文后再键入译文的模式，在编辑与排版上就浪

费了大量的时间。借助 CAT 软件，译者主要关注

翻译的是文字内容，基本上不涉及太多格式。例

如，利用 SDL Trados Studio 处理 PPT 文件，原文中

的文字被自动提取出来，大段文字被分割成一目

了然的短句，以一个一个翻译单元的形式井然有

序地排列在原文区。在译文区输入对应的汉语翻

译时，SDL Trados 会基本上自动保持与原文相同

的字体和字号，对于特殊格式的文字，原文中会出

现紫色的标签，翻译时只需要按顺序将标签插入

译文 中 对 应 的 位 置 即 可。在 翻 译 过 程 中，SDL
Trados Studio 还可智能处理如时间、数字、网址、
单位等非译元素，译员无需手动输入，减少了劳动

量。诸如 SDL Passolo、Alchemy Catalyst 等本地化

工具，会自动解析软件程序中的可译元素，保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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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元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需翻译可译元素，

不会破坏源程序，不用进行重新编译。翻译完成

之后可直接导出原文格式的文件，省去了文档类

型转换的麻烦，减少了译者非生产性的工作时间。
3． 4 辅助翻译协作

许多现代的翻译记忆系统，不仅能帮助单个

的译者保持术语一致，还能帮助翻译机构保持大

型翻译团队术语一致，即便这个团队成员之间的

地理距离十分遥远，借助网络技术，也可以共享同

一份术语表。( 徐彬 2010: 32)

现代化的项目通常需要很多译者协作，而且

同一文档中还会有很多重复的内容，不同译者很

难做到翻译的结果完全一致，同一译者前后的翻

译也很有可能出现差别。科技、法律、金融等含有

大量专有名词的文本对术语及文风等方面的一致

性要求极为严格，风格和术语的不一致将导致译

文返稿，项目失败。
利用 C /S 或 B /S 架构的协同辅助翻译系统，

全球各地译员可同时协作翻译一个项目，给译文

和术语的一致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诸如 Lin-
gotek、Wordfast Anywhere、XTM 等在线 CAT 系统

中，不同译员分配到不同的任务，但是任务之间有

紧密的联系。第一个译员翻译某个在下文复现的

句子之后，并添加到在线记忆库中，那么其他译员

在下文遇到此句话的时候，翻译记忆窗口就会提

供已有译文，可直接采用，同样的内容只有唯一的

一种翻译，确保内容的一致性。通常，翻译记忆库

和术语库可以存储在网络服务器上，系统对断句

规则、翻译记忆、术语库以及双语文档进行协同处

理，可实现实时共享和更新。大型项目周期短，工

作量大，为了按时保质完成任务，通常需要翻译和

审校同步，借助上述系统，译员翻译完一个片段之

后，审校可在后台进行校对，或者译者和审校及时

沟通，确保译文的质量，极大地提升了翻译效率。
3． 5 辅助翻译管理

在现代语言服务行业中，翻译管理能力是翻

译从业人员必备的核心能力，能力的高低直接影

响翻译项目的成败。( 王华树 2014: 54 ) 在非计

算机辅助翻译环境中，要处理字数分析和报价、重
复率计算、工作量统计、文档合并拆分、流程管理

与进度控制等多项任务，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借助 SDL Trados 2011 等 CAT 工具，可快速实现

项目分析、重复率计算、文件切分、资源分配、项目

打包、工作流程控制等功能，可优化工作流程，提

高译者的翻译管理效率。
根据国际知名翻译社区 Proz． com ( 2012 ) 发

布的《2012 年自由译者报告》数据显示，在促进译

者效率提高方面，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发挥的作

用高达 65． 3%。又据 SDL( 2013) 的统计，利用自

动化的辅助翻译技术，可降低 30%到 50%的翻译

成本，翻译内容市场投放时间可缩短 50% 以上。
2009 年，国际语言服务调查机构 Common Sense
Advisory 调查显示，利用 HAMT( Human Aided Ma-
chine Translation) 技术，翻译效率比纯粹人工翻译

提高了两倍，成本降低了 45%。计算机辅助翻译

技术的作用不限于上述讨论，在翻译实践中，配合

其他文本处理技术、翻译管理系统以及内容管理

系统等，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4． 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的发展趋势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为翻译技术和工具的发展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语言市场的全球化和商业化

进一步加大了对翻译技术的庞大需求，翻译技术

和工具得到长足发展，在最近 5 年出现了重大变

化( Choudhury ＆ McConnell 2014: 12) ，云翻译、语
联网、敏捷翻译等新型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随之

涌现。( 崔启亮 2013: 38)

4． 1 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功能不断整合

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从最初基本的模糊匹配

和编辑功能，发展到译中自动文本输入和自动拼

写检查，到译后的批量质量保证，再到翻译项目切

分、项目打包、财务信息统计、过程监控、语言资产

管理等，功能越来越多，呈现出整合的趋势。如当

前的 Across、SDL Trados、XTM 等 CAT 工具，不再

局限于翻译本身，其功能涵盖技术写作、术语管

理、文档管理、内容管理以及翻译和产品发布等环

节，体现了将翻译技术同翻译流程各个环节整合

的趋势。
4． 2 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可视化程度越来

越高

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利用标签技术将待译文

档的格式信息隐藏起来，因为格式越复杂，预览效

果越差，甚至不能预览翻译结果，会影响译者判断

和翻 译 的 速 度，于 是 可 视 化 ( What You Se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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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You Get，简称 WYSIWYG) 翻译技术应运而

生。例如，在 Alchemy Catalyst 和 SDL Passolo 及

其类似的翻译工具中，译者关注的是“文本”本

身，并可在翻译同时很直观地看到本地化的界面

和功能效果 ( 张霄军等 2013: 114 ) 。未来，更多

的技术提供商会将可视化翻译技术无缝整合到翻

译流程中，从翻译过程到项目管理，从本地化工程

到测试过程，整个过程中实现无阻力的可视化，为

翻译人员提供各种便利，全面优化翻译环节，节省

成本，增强公司的竞争。可视化本地化技术的发

展已经成为国际本地化软件工具的一种诉求，未

来可视化技术的发展前景广阔。
4． 3 开源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异军突起

市场需求的变化必定导致对翻译工具需求的

变化，如何在成本范围之内提高效率是很多用户

首先考虑的问题。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

进，开源社区蓬勃发展，人们对开源 CAT 系统的

关注越来越多，一大批开源工具如 Anaphraseus、
Okapi、OmegaT、Open Language Tools、Pootle、
Translate Toolkit、Transolution 和 Virtaal 涌现到翻

译和本地化市场。由于其成本低，灵活可靠，安全

性高，而且没有许可证引起的麻烦，自由和开放源

码软件( FOSS) 在翻译和本地化行业越来越受欢

迎。同商业的 CAT 系统相比，用户几乎不需要花

费任何代价，可以节省购买翻译工具的成本; 开源

的 CAT 系统具备商业的 CAT 系统的基本功能，

如兼容 TMX 标准、模糊匹配、术语管理等，而且

这些功能同封闭性的商用 CAT 系统相比具有明

显的优势( 张霄军等 2013: 293 ) 。从某种程度来

看，开源的工具已经赶上并正在超赶商用的 CAT
系统。2010 年，IBM 将多年来仅供公司内部使用

的 TM /2 开源化，并改名为 Open TM2，兼容标准

TMX 格式，进一步增强了开源翻译技术阵营，给

自由译者更多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昂贵的

商业 CAT 工具垄断的壁垒，进一步促进了翻译行

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4． 4“CAT + MT + PE”模式将会广泛应用

信息化时代促进了机器翻译的快速发展，机

器翻译在商业翻译中广泛应用。机器翻译的主要

优势体现在其批量翻译速度上，最大的不足之处

是不能很好地理解自然语言，所以高质量的翻译

仍需要人来主导。作为机器翻译的必要补充，译

后编辑 ( Post-Editing) 是提高机器翻译质量的重

要途径。越来越多 CAT 工具提供商开始将机器

翻译引擎内置于 CAT 工具之中。当翻译记忆库

中没有匹配的时候，翻译记忆系统会自动调用内

置的机器翻译引擎，翻译引擎快速提供备选译文，

译者再根据初始译文进行编辑和加工，修改确认

之后的内容可及时进入翻译记忆库，供后续循环

使用。如 SDL TＲADOS 2011、WordfastPro、Déj
Vu X2、MemoQ 6、Fluency Translation Suite 等

CAT 工具已经将 Google、Bing、Systran、Microsoft
MT 等主流机器翻译引擎内置在系统当中，为译

者提 供 了 非 常 有 用 的 参 考。Google Translator
Toolkit 是 此 种 模 式 的 典 型 代 表，它 不 仅 可 用

Google 机器翻译直接翻译，还可支持翻译记忆和

术语库，译员上传的术语库可以干涉和改善机器

翻译的结果。2012 年全球自由译者报告显示，

54%的译者继续以某种形式在其翻译项目和与翻

译有关的项目中使用机器翻译，其中 32． 8% 是为

译后编辑产生翻译初稿。( Proz 2012)

4． 5 智能语言识别与翻译技术发展迅猛

在未来 Web 3． 0 时代，语音识别和即时语音

翻译技术将会极大发展，智能语音翻译及应答系

统等如雨后春笋迅速蔓延移动应用市场，如 Siri、
Vocre、SayHi Translate，以及百度语音助手、搜狗

语音助手、讯飞灵犀语音助手等已经深入人们的

移动生活，帮助人们甩掉复杂的键盘，通过识别语

音中的要求、请求、命令或询问做出正确的响应，

既可克服人工键盘输入速度慢，极易出差错的缺

点，又有利于缩短系统的反应时间。2012 年 10
月，微软研究院主席瑞克·拉希德在“21 世纪的

计算大会”上演示了即时英译汉口译系统，利用

“深层神经网络”( Deep Neural Network) 技术，模

拟人脑，可以将英语口语翻译成中文口语，同时也

会保留语调和节奏，翻译准确率维持在 80% －
90%之间，这可谓是智能语音翻译发展的方向。
国 际 上 知 名 企 业，如 AT＆T、Google、日 本 NTT
DoCoMo 等都在进行相似的语音识别和翻译软件

开发项目。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语音识别和自动

翻译系统不断整合，机器和人之间的交流将会更

加自然，智能语音翻译将在信息网络查询、医疗服

务、银行服务等领域以及移动翻译工作中大显

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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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云翻译技术前景广阔

随着翻译信息化程度日益深入，云计算技术

迅速得到应用，对翻译行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Muzii 2014) 。云计算技术应用于现代语言服务

行业，催生了云翻译技术。以云计算为依托，可快

速搭建定制化的机器翻译系统，并且实现跨系统、
跨设备、无安装的互联网服务访问。目前国内外

很多机器翻译项目已经利用了云计算，如 Google
Translate Toolkit、Microsoft Bing、Microsoft Transla-
tor Hub、EU LetsMT!、Xcelerator KantanMT、Lion-
bridge GeoFluent、SDL BeGlobal 等等。基于云计

算的语联网技术，集成了基于云计算的计算机辅

助翻译和机器翻译引擎的翻译管理平台，将“私

有云”、云计算接口 ( API) 、云共享资源平台和云

语言服务产业链整合，能大幅度提升翻译生产效

率，降低成本( 韦忠和 2013) 。云计算同智能机器

翻译技术相结合，融合基于大数据建构的语义信

息和深层语言学知识，将会大幅度地提升机器翻

译的质量，是未来翻译技术发展强劲的驱动力。

5． 结语

现代翻译技术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挑衅”着

传统的翻译世界。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的问世与

发展，加快了翻译速度，优化了翻译流程，降低了

翻译成本，提升了行业整体翻译生产效率，传统的

手工翻译模式以及落后的生产工具即将被信息技

术的洪流淹没，逐渐退出翻译的历史舞台。信息

技术风起云涌，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的驱动之下，一

场新的语言技术革命浪潮已经来临，将会重塑语

言 服 务 产 业 链 经 济 结 构 和 语 言 服 务 产 业 增 长

模式。
此外，根据许钧、穆雷 ( 2009 ) 、文军和任艳

( 2011) 等人的统计，我们发现研究者对翻译信息

化的诸多现象和特点不甚关注，对计算机辅助翻

译技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在信息技术

发展迅猛的今天，翻译的对象、流程、环境、技术等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翻译理论要全面发展就必

须与时俱进。作为信息化时代发展的产物，计算

机辅助翻译为当代译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现

代翻译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一个着眼点。计算机辅

助翻译技术的深入研究，对于进一步认识翻译的

本质，扩大翻译研究视野，拓展翻译研究范围，完

善现代翻译学科建设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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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be into the model for developing terminological competence． We believe that by enhan-
cing their awareness and skills of terminology management，learners are fully capable of crossing
the barriers of disciplines and handling technical translation of different fields once they are e-
quipped with basic terminological competence and a good command of encyclopedic knowledge．

Translating popular science texts by implementing modern translation tech-
nology( p． 88)

XU Bi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

Popular science text，as a type of science text，also sh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tter，
such as the high frequency of the use of technical terms． By means of CAT technology，transla-
tors can easily manage the terminology in popular science texts and streamline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Modern translation technology，which is based on computing technology，represented
by CAT，and with TM as its core functioning concept，has brought about a tremendous increase
of translating productivity，well surpassing that caused by any other translating skills or theoreti-
cal models． This paper calls for the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and translators' attention on the im-
plication of this new technology．

A study on the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 92)

WANG Huash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The rapid growth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in great measure enhanced the
translation efficiency and generated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on the landscape of the language
services industry． Against this context，this paper firstly illustrat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CAT
technologies，discuss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major CAT technologies in modern translation prac-
tice，and then analyzes the trends in CAT technologies． Finally，the paper reveals that CAT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further research
into this are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overall productivity of language services
industry and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corpus in comparative studies，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 98)

QIAN Duoxi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0191，China)

Corpus has been proved to be widely applicable in many fields of study and helped to yield
many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corpus and corpora as a method in
three closely related fields，namely，comparative linguistic studies，translation studies，and re-
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its application
in these fields are pointed out． It concludes with the view that corpus and corpora will continue
to boost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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