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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UNESCO 要求其所有成員国自 2006 年開始每四年向

UNESCO 汇报一次各成员国在 Internet 中减低多语言壁垒，加强民众存取国际

互联网资料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及取得的成效。图 1 示出了 UNESCO 下发官方文

件中的有关内容。澳门政府委托澳门大学作出调研并于 2006 年 12 月写就这份

提交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大型报告。在报告中汇报了澳门政府为实施上述要

求业已制订的法律法规以及产生的效果，详细列出了澳门为加强民众存取国际

互联网信息，有效推广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事务三方面所投放的巨额研

发资金，实施的具体措施以及目前的现状等统计资料。特别强调指出，部分澳

门高校及研究机构远见卓识，为解决在 Internet 虚拟世界内多语言壁垒问题，於

十多年前就已开展了解决中文同外文之间电子化互译技术的研究，并已研究开

发出了初步的样机系统。基于这一成果，在报告中建议 UNESCO 这一国际组织

领头召集协调各有兴趣的成员国一起合作研究解决国际互联网多语言壁垒问

题。希望经过数年努力，在 Internet 虚拟世界内实现多语言无疆界、无阻隔，为

各国民众带来无障碍读懂国际互联网资料的地地道道的实惠，更为弘扬中华文

化，为实现中文国际化、全球化作出贡献。本文前两位作者参与并主持了该份

大型报告的书写。基于该报告的思路，本文将介绍有关中文同外文之间在线机

助翻译、网页在线即时翻译、在线网上实时互译互通技术，並展示初步的实測

結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技术、愿望、实践能整合为一体，早日实现中

文同其他外文在线网上实时互译互通。 

 

关键词：单机版机助翻译，在线机助翻译，网页在线即时翻译，在线网上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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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UNESCO 下发官方文件的有关内容 

 

1. 解决网页多语种文字互通的传统方案 

灿烂的中华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历史渊源流长，但在Internet国际互联网

世界却不得不面对比别国文字更多的问题，即对内要整合沟通因历史原因造成

的两岸四地繁简体、内码及用词不同的问题，对外要应对中文切词断句同外文

互译更为困难的技术难题。特别是后者，随着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使用，令更多

民众消除地域、时间阻隔，融入到Internet虚拟世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查询

到他们想要获得的世界各国各地多媒体信息，然而现阶段最大的阻隔依然是语

言的壁垒，使得民众从Google或Yahoo这样一些国际知名信息网站上轻易查到了

所要的信息却看不懂用别国文字书写的内容；同样地，不懂中文的外国人也在

为看不懂中文网站的丰富内容而苦恼。 

 

解决这一难题的传统做法就是在网站上开设多语言选择功能，其实质就是把

同样的网页内容事先复制并翻译到其他语种，编排好了存放在后台网络服务器

数据库内，当前台用户查询该网页并选定了语种时，电脑就按用户选定的语种

调出该语种版本供用户阅读观看。如此做法的最大弊端有两个，一是同样的海

量信息内容必须按照使用的语种数量被多次重复复制，不仅成倍增加人们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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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网页信息的工作量，更可怕的是导致信息量成倍冗余爆炸，大量浪费有限

的存储资源；二是很多网页信息是在不断动态变换的，复制并人工翻译、排版

后再输入到电脑显然丢失了网页的动态实时性，采用上述模式在实践和理论上

都无法实现动态实时替换网上的变化信息。基于此，快速的机助自动翻译技术

在七十年代末就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并因此进入了漫长的研究开发岁月。 

 

2. 在线机助翻译 

为了提高机助翻译的精度和速度，人们先后研究提出了基于词汇语义分析

的、基于翻译规则的、基于词库案例的、基于翻译统计规律的、基于上下文语

义/词法/句法/语法分析的、基于形态和语义特征分析的等等各种机器自动翻译

技术，并加入了机器增量式学习功能和各种人工智能。随着机助翻译技术的不

断进步，从九十年代初起，一批商品化的软硬件电子字/词/辞典；逐词、逐句、

逐段、整段机助翻译软件被纷纷推向了市场。在两岸四地都有不少高校和研究

机构，例如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澳门电脑

与系统工程研究所、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台湾欧泰科技 OTEK 公司等单位在与

时俱进地研究开发中文同其他外文之间的机助翻译技术及系统，双向互译的语

种已经有十二、三种之多，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开发，一些单机版机助翻

译软件系统在市场上售出并获得应用。但限于电子化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处理的

语言之一，所以两岸四地对机助翻译技术的研究多半还滞留在单机版本逐词查

询翻译，以及逐句或整段文字的机器自动翻译上，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有出

自两岸四地的在线机助翻译产品在国际互联网上使用。 

 

最近几年，应映广大网民的需要，Google、Yahoo、金桥在线等网站继推出

网上电子字/词/辞典后，又相继推出了在线机助翻译功能。甚至在微软公司零三

年版本的 Word 软件中就已嵌入了 WorldLingo 公司的系统，能实现在线人机交

互式整段翻译，供用户选用的可双向翻译的语种多达十二种。用户只要事先设

定从何种源语言翻译至何种目标语言，然后选中 Word 环境内的任意中文或外

文或中外文混合文，然后点选 Word 菜单中的工具→语言→翻译，机器就能自

动将用户选中的那段文字从源语言翻译成所需要的目标语言，快捷并具有一定

的可读精度。图 2 示出了笔者利用嵌入在 Word 软件中的 WorldLingo 翻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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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篇文章的这一小段中文在大约十秒内翻译成英文的结果，从中可看出世界

顶尖级软件供应商在研究开发多语种在线机助翻译上目前所达到的水平和效

果。 

 

在线机助翻译系统为人们阅读用别国语言文字书写的文字信息提供了重要手

段，受到人们的青睐。但它的缺点仍然有二，一是每次都必须将所要阅读的文

字信息粘贴到 WorldLingo 系统才能进行翻译，操作很不方便；二是所翻译出来

的目标语言结果无法保持在原有的网页排版格式中阅读，这就大大影响了阅读

网页的效果。基于此，激发了人们进一步研究开发称之为“网页在线即时翻

译”的系统。 

 

 

 

 

 

 

 

 

 

 

 

 

 

 

 

 

图 2. 用 Word 软件中的 WorldLingo 系统将一段中文在线翻译成英文的结果 

 

3. 网页在线即时翻译 

人们期望的阅读外文网页的理想化模式是，在存取世界各国各地的多媒体网

页信息后能立即将整页文字信息快速翻译成所选定的目标语言，用目标语言替

代原有的外文文字，但却继续保持原有网页的设计画面格式、动画不变，这就

是本文定义的“网页在线即时翻译”的内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目前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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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代表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微软和 WorldLingo 的作法是让用户调用他们研发的 

网页即时翻译工具“ Instant Website Translator”或流览器翻译工具“Browser 

Translator”。图 3 示出了存取到的 Yahoo 一个动态英文网页画面，而图 4 示出了

调用 WorldLingo 公司的 “Instant Website Translator” 经过大约二十秒钟在线即时

翻译后的该网页画面。显然，翻译结果基本保持了原有网页的画面格式不变并

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但同时也发现，原网页画面中的部分图片及文字在翻译后

的画面上变成了空白。在操作上，也显得不方便不直接，用户必须把拟查询的

网页地址粘贴到 WorldLingo 公司的 “Instant Website Translator” 中，系统才能存

取那网页并开始翻译。 

 

据介绍，流览器翻译工具 “Browser Translator” 的翻译功能同此类似，只是

在存取某网站时一旦调用了流览器翻译工具，它就会把该网站的所有网页在后

台逐一自动翻译到选定的目标语言，以方便用户查询而不必象调用“Instant 

Website Translator” 那样，每次翻译好一页网页必须回到 WorldLingo。至于其他

公司的类似产品或工具或则效果雷同，或则水平更差。 

 

 

 

 

 

 

 

 

 

 

 

 

 

 

  

图 3. 存取到的 Yahoo 一个动态英文网页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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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用 WorldLingo 公司提供的工具经过大约二十秒钟在线即时翻译后的同一

网页画面 

 

与迄今为止微软、WorldLingo、金桥在线、Google 或 Yahoo 的网页在线即

时翻译作法不同，我們的創新做法是将我们研制开发的网页在线即时翻译系统

嵌入到 Internet 流览器内，在流览器的菜单上显示出供用户点击的“全文翻译”

图标，用户只有在点击这一图标的时候，我们的在线即时翻译系统才投入工

作，从而不影响流览器原有的一切功能。当用户存取并看到例如用葡萄牙文写

就的网页信息后，点击一下“全文翻译”图标，于是启动网页在线即时翻译，

就可让用户在原有的网页画面格式中阅读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全部信息了。图 5

示出了存取到的一个葡文网页画面，而图 6 示出了点击“全文翻译”图标经过

大约二十秒钟网页在线即时翻译后的网页画面。显然，这种工作模式直接、快

捷、方便，为那些不懂外语的普罗大众上网阅读外文信息，或让外国人阅读中

文网页信息打开了极大的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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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存取到的一个葡文网页画面 

 

 

 

 

 

 

 

 

 

 

 

 

 

 

 

 
 

圖 6. 经过大约二十秒钟在线即时翻译后的同一网页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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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如何能正确翻译网页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广泛内容，我们在网页在线

即时翻译系统中混合采用了基于词库案例的翻译技术和基于上下文语义/词法/句

法/语法分析的、基于形态和语义特征分析的机器自动翻译技术。最重要的是，

采用了我们在长期研究开发中所总结出来的核心技术 TCT (Translation 

Corresponding Tree) 和 CSG (Constraints Synchronous Grammar) 。但正如开发全

能专家系统注定是失败的情况一样，期望任何机器即时翻译系统能比较精确地

翻译出包罗万象的网页内容那是根本不现实的。目前最高水平的机器翻译系统

只能较好地在某一预定领域内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的翻译精度。为解决这一世

界永恒难题，我们在机器翻译系统中进一步改进了机器自动学习功能并采用整

篇网页分句强制培训的知识累积方式，以改进即时翻译系统的翻译精度。图 7

示出了某个任意存取到的葡文网页，图 8 示出了培训前对该网页在线即时翻译

的结果，图 9 示出了经过多次培训后再对同一网页在线即时翻译的结果。显而

易见，采用整篇网页分句人工培训的方式能让系统高效累积翻译知识，有效改

进网页在线即时翻译的精度。当然，要真正让网页在线即时翻译能达到令人基

本满意的程度，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然而，不走，那里就永远是一片荒漠空

白；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中文对外文的在线网上互译互通总不能靠外国

人来代替我们去解决吧。 

 

 

 

 

 

 

 

 

 

 

 

 

 

图 7. 某个任意存取到的葡文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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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培训前对该任意存取到的葡文网页在线即时翻译的结果 

 

 

 

 

 

 

 

 

 

 

 

 

 

图 9. 经多次培训后再对该同一葡文网页在线即时翻译的结果 

 

結論 

一如过去曾经说过的，只有对语言文字進行了正确无误的数字化处理，才能

赋予电脑以更多的智能，使它变得更加強大好用，才能受到平民百姓的青睐，

才能令其真正走入千家万戶。而只有到了那個時候，电子政府、电子商贸和电

子事务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全民也才能真正享受到世界大同多元文化帶給全人

 

xialn
36



类的文明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际互联网中消除多语言壁垒，实现中文

同外文之间在线互译互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也是向语言

文字数字化处理提出的新挑战，要求我们不僅对内要继续研究解決好兩岸四地

的中文数字化互通問題，同時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对于无阻隔读

懂国际互联网信息的新要求，也要求在中文数字化中大力研究开发中文同外文

在线即时互译互通技术，把中文数字化处理技术提到新高度、新水平，為弘揚

中华文字文化、同世界各国开展国际互联网更多的在线沟通和交流注入更多的

活力。本文在這一領域的初步探讨期望能引发更多有识之士投入研究开发，迎

來中文语言文字处理技术的更多成果，早日在国际互联网中消除多语言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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