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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0 日，一位同声传译员在社交媒体平台

爆料称，科大讯飞 AI 会议同传技术造假，会议中的同声

传译工作均由其团队完成，所谓的 AI 同传只不过是该公

司研发的语音识别系统将译员声音转化为文字，再通过

机器将文本朗读出来。以此给外界造成一种“AI 实现了

同声传译”的错觉。消息一经传开，科大讯飞被推上了

风口浪尖，业内人士纷纷表示这样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

剽窃了同传译员的工作成果。不可否认，近年来，机器

翻译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取得了飞速的进步，以至

于一些译员甚至担忧自己的“饭碗”会被机器给夺去。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被赋予了“智能”，机器翻译

目前的水平依然还无法胜任大部分场合的要求，而对于

每一个翻译从业者来说，了解机器翻译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

1.人工智能翻译及其发展史

1.1 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指研究、开发模

仿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一种科学。人工智能通过模拟人的

思维和行为，像人一样思考，可以在各种各样的领域中

得到应用。

机器翻译，又称为自动翻译，是利用计算机将一

种自然语言（源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自然语言（目标语

言）的过程。以前的机器翻译速度比较慢，准确率也比

较低，而且难以处理篇章的翻译。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以及其在翻译领域的运用，人工智能翻译也逐渐进入人

们的生活。机器翻译在有了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能够

更加有效地分析源语言的语句和语义并将其转化为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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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流畅的目标语言。人工智能翻译融合了自然科学和

社会人文科学中的多门学科，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科学、

机器学习、语言学等。AI 翻译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向，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实用价值。

1.2 人工智能翻译发展简史

人工智能翻译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因计算机科学

的兴起而飞速发展。最早提出应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翻译

的科学家是法国的阿尔楚尼教授。当时，主要是通过一

个简单的机械装置进行词汇翻译，即通过词典来进行词

汇转化。1947 年，沃伦教授首次提出通过计算机来进行

翻译工作，但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机器翻译的质

量进展缓慢。机器翻译真正进入快速发展期是 2010 年之

后。在 2011 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推出了

Watson 系统，这个系统在进行翻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和成就，随后，微软在 2018 年提出其公司的人工智能

翻译水平已经达到与专业的翻译人员相当的水平，在同

年，谷歌推出了 Google Assistant，可以完全与人进行对

话，帮助人们完成一些简单的工作，这证明了人工智能

的语言理解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近年来，我国许多优秀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如百度、

腾讯、搜狗等也推出了各有特色 AI 翻译平台，这些产品

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基础信息交流的成本。

2.人工智能在翻译中的应用现状

机器翻译和语音识别是人工智能在翻译中最主要的

两大应用领域。机器翻译从最初的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

到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最后进化为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

翻译，也就是 AI 翻译。谷歌翻译（Google Translation）作

为 AI 翻译中的佼佼者，其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将

机器翻译的准确度大大提升，尤其是相对规范化的文本

类型，笔译工作者基本已经可以把翻译结果当作译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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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初稿使用。语音识别主要是以语音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语音信号处理和识别模式，自动识别和理解不同的

语言，并将其转化为文本。语音识别技术的成熟使得翻

译更加方便、快捷、及时。科大讯飞在这次同声传译中

被批评作假，并非是其没有使用人工智能翻译，而是其

将语音识别包装成了机器翻译。

3.人工智能翻译的局限性

3.1 难以从整体把控译文质量达到“信达雅”

谈到翻译的标准，相信每一个译者都会脱口而出严

复的“信达雅”，对于人工智能翻译来说，这个标准显然

也是适用的。

对信与达，近两年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较以往有了

极大的提高。最主要的进步来自“达”。传统的基于短语

的统计机器模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受目标语言语

言模型影响的翻译模型，打一个比方，就好比一个母语

是汉语，初通英语的人拿着一本词典进行汉英翻译。而

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受源语言限制的语言

模型”，也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成一个

母语是英语，对汉语阅读也比较熟练的人不依赖词典进

行汉英翻译。基于短语的模型往往翻出奇怪的 Chinglish，

而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模型的译文往往非常流畅。但是神

经网络机器翻译可能因为对汉语的理解偏差而“瞎翻

译”。而这种情况往往来自数据稀疏——如果这位翻译官

本身不是中国通，要他翻译北京胡同里的市井俚语肯定

要出大麻烦。要继续提升信和达二者，难点之一在如何

提高数据覆盖（而不仅仅是增加数据量），特别是源语言

的数据覆盖率。除了数据，当然翻译官本身要更加聪明。

从神经网络角度出发，这一需求要求更大的模型，更合

理的模型结构，更好的训练方法。同时增强模型的学习

能力也需要硬件的配合。

相对信和达来说，机器翻译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

“雅”。目前绝大多数机器翻译系统都是逐句翻译的，并

没有利用篇章上下文信息。因此经常会出现这句话阳春

白雪，下一句就是下里巴人，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这

个问题解决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同句子相比，篇章上下

文的信息量实在是非常巨大，如何能够找到合理的信息

表示方法并且在翻译中应用目前还没有非常好的解决方

法。推而广之，将机器翻译放置于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

中，上下文不但包括文本，还包括时代背景，空间位置，

知识背景等，它们对翻译结果都有影响。

3.2 难以传达语言的“人文性”

语言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属性。语言是用来

交流的，这是语言的工具性的体现。而语言作为人类的

交际工具，以口头和书面的各种形式创造并传承着人类

的文化。语言是人类创造的自然也离不开人类文化，处

处浸润着人类文化的气息。这便是语言人文性的体现。

而语言这些背后的文化，恰恰是人工智能无法解码和分

析的。

拿目前最成熟的人工智能翻译谷歌翻译为例，我们

在使用中不难发现，在处理一些客观性较强的文本时，

其译文质量尚可，但是如果我们使用谷歌翻译去翻译文

学文本时，其译文输出质量几乎处于不可读的水平，甚

至在翻译一些口语性较强的日常对话时都会出现可笑的

错译。因为人工智能的“智能”的本质来源于大数据，

来源于统计学。无论软件拥有多么优秀的算法，多么庞

大的数据库，其能做到了本质工作还是进行源语言和目

标语言之间匹配，而无法分析语言背后承载的文化，更

别说是跨文化之间的转换工作了。

4.人工智能翻译的未来发展趋势—人机耦合

人工智能翻译的质量一定会越来越高，甚至在一些

相对低端的翻译领域会完全取代人工翻译，这是不可阻

挡的科技发展趋势。但语言是人创造的，包含着各种各

样“人”的因素，翻译是人类一项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工

作，这也决定了，机器翻译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完全取

代人工翻译，而是会成为优秀译员的强大工具，极大提

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以这次科大讯飞 AI 同传造假为例，很显然，按照目

前人工智能翻译的水平，实现高质量的同传显然还无法

达到，所以科大讯飞才会让同传译员在后台“偷偷”翻

译，这确实涉嫌虚假商业宣传，同时也是对译员辛勤工

作的不尊重。但换个角度来看，虽然目前人工智能机器

翻译的准确率仍然很低，但人工智能翻译应用的另一个

领域—语音识别，其准确率已经高达 95% 以上，在同传

和交传，完全可以使用这项技术将话语转换成文本，再

交给译员进行翻译，这样一来原本复杂的口译工作就变

成了相对简单的视译，这样不仅能提高翻译的效率和质

量，也能够减轻翻译人员的工作强度。而针对一些专业

性强的领域，译员可以通过根据文本建立不同领域的术

语库和翻译记忆库，在以后翻译相关文本时可以借助人

工智能强大的配对算法，让机器来完成枯燥的重复性工

作，译员也有了更多时间来打磨译文。

5.人工智能翻译对译员职业发展的建议

5.1 注重翻译的“人文性”

AI 翻译虽然在语言转换中一定程度模拟“人的智

慧”，但语言翻译中的“人文性”不可忽视。从主要 AI

翻译平台的译文输出质量来看，机器翻译能做到差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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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场景依然有限。机器学习的本质依然很大程度上依

赖统计学原理，实现路径依然是标准化输出。对于源语

言语境和目标语言服务目的的把握是 AI 无法精确识别

的。

语言的背后是文化，其中包含着人类复杂的理解

力和创造力，文化的不断演进决定了语言的人文性也

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笔译角度来看，文学性的

文本翻译很大程度是译者对于语言这一属性理解的基

础上进行的转移过程，每一次遣词造句都是对源语言

感情色彩的细微把握。另一方面，从口译领域来看，

优秀的口译员需要不仅是出色的双语能力，还有察言

观色的本领和跨国文化沟通能力的要求，这些都是 AI

所不具备的能力。

5.2 成为机器翻译的“设计师”

回顾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减少一些传统工作

岗位，但也会带来大量新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翻译的

发展势必会取代一些低端翻译工作岗位，但与此同时，

相关的软件工程人员需求也急剧增加，而既掌握翻译知

识，又懂得软件开发技术的人员无疑会拥有强大的就业

竞争力。

大部分翻译从业者可能会因为自己是文科背景出身

而畏惧学习技术方面的知识，但是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相

关的编程语言其实是呈现出简化的趋势，学习门槛也越

来越低，像目前主流的人工智能编程语言 Python、Swift

等并不要求学习者储备太多的计算机相关知识。因此，

对于该领域感兴趣的翻译从业者完全可以学习人工智能

编程算法相关的知识，做跨学科人才，成为机器翻译的

“设计师，”以全新的身份为翻译事业做出贡献。

6.结语

总的来说，人工智能的翻译水平正在迅速发展，它

的便捷性、快捷性、创造性和实效性都让人们感受到了

它的魅力。但是语言的人文性和多样性，以及不同场合

对翻译质量的要求决定了人工智能翻译并无法取代人类

译员，而是应该和人类协同工作实现优劣互补。我们应

该坚信：比人类更强大的，绝不是 AI，而是掌握了 AI 的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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