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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不同国家之间发展速度不尽相同，由此产生了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需要。科技

产品发布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平台。苹果公司产品发布会现场配备了同声传译的服务，为我们进行口

译质量评估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本次质量评估结合了从口译本身内容出发的评估和听众对整场口译的评

价。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信度和效度显现出相互验证的互补作用，丰富了口译质量评估体系实证数据，

也有利于译员根据市场反馈改进口译策略。 
 
关键词 

口译质量评估，科技口译，同声传译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of Apple Product 
Press Con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ing Quality Evaluation 

Chang Liu, Jin Q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Jun. 12th, 2022; accepted: Jul. 21st, 2022; published: Jul. 27th, 2022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hang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and the develop-
ment speed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s not the same, resulting in the need for mutual exchange and 
learning. The launch conferen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latforms. Apple’s product launch site is equipped with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ervice, 
which provides us with good materials for interpreting quality assessment. This quality assess-
ment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the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pretation itself,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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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dience’s evaluation of the whole interpre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iability and va-
lidity of the two show a complementary role of mutual verification, enriching the empirical data of 
the interpret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and helping interpreters improve their interpreta-
tion strateg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rket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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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科技产品发布会口译研究背景介绍 

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其中很多新的发展、新的进步都是由科学技术推动的。科技已然变成了推

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占有着越来越大的比例。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以后，

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智能手机的出现与广泛使用。现如今智能手机的使用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可

以用手机拍照、购票、买单、看新闻及各种视频、和家人朋友畅聊、甚至是办公，智能手机正在变得越

来越重要。因此，全球各大手机厂商每年投资数百亿美元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就是为了能在智能手机

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中，美国的苹果公司以其高质量的产品而闻名全世界。苹果手机(iPhone)采用世

界上最先进的芯片，运行速度快，有着独特的生态系统(iOS)，设计简约而又美观，赢得了世界范围内广

大消费者的喜爱。苹果公司的手机销售量和市值均居世界第一位，由此可见这家科技公司的实力。苹果

公司每年会在春季(3/4月)和秋季(9/10月)举行两场发布会来向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们介绍推销其公司产品。

由于它是一家美国企业，苹果发布会语言使用的是英语。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要想及时掌握发布会第

一手信息，就需要同声传译译员们的努力。 

1.2. 研究意义 

对苹果发布会进行及时、准确的同声传译有助于中国消费者了解新产品，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学习前

沿技术，最终助力于推动整个中国科技行业的发展。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知己知彼，而发

布会就是一个及其重要的让我们了解对方的渠道。因此，对苹果公司发布会进行同传研究具有非凡的意

义。除了助力于科技发展之外，任何翻译理论的建立都需要翻译实践的支撑，本次研究也将为现有口译

质量评估体系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数据和实例支撑；为口译员有所侧重的提高自身口译水平，了解听众需

求，改进不足之处作出帮助；为广大口译学习者和教学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2. 科技产品同声传译研究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的探讨上，具体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德国著名翻译理论家 Reiss
在文章中写道，进行翻译评价只有熟悉源语和目标语的人才有可能，并且要能够直接把目标语和源语作

比较[1]。简单地说，翻译评价需要进行目标语和源语文本的比较。每一种文本类型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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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类文本要求直接、完整的传递源语概念内容，科技翻译显然属于信息类文本。根据莱斯要求，翻译

时要先确定文本类型，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确定不同的翻译方法。文本类型是译者在内容和形式之间做

出取舍的依据。翻译实践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然而不同的学者评估方式和角度也有所不同。 
Paloposki 从翻译批评的角度看翻译质量评估，可以理解为：一个诠释学工具；与规约论或者价值观

和意识形态的选择有关，或者新闻业评价翻译的活动[2]。该研究主要是从工具性的角度和翻译批评的作

用方面评论翻译活动的。 
House 认为翻译批评即翻译的质量评价，分为“显性(型)翻译”(overt translation)和“隐性(型)翻译”

(covert translation) [3]。她在两本专著中都陈述了这一观点，并且指出从功能主义角度看读者反应及目的

语文化是评估的范式。House 试图建立一组客观的评估标准，即语言使用者层面和语言使用层面，具体

又划分了八个参数。她的评估方法是比较原文和译文的这八个参数，匹配度越高，则翻译质量越好。 

2.2. 国内研究 

对口译产品进行质量评估一直以来都是口译研究的热点内容。研究口译质量评估问题对于帮助提高

口译水平、找出更好的口译策略、更顺利的进行跨语言交流有重要作用。在 1988 年《中国科技翻译》创

刊之初，胡庚申教授就口译质量评估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口译质量评估并不容易，主要

是因为口译内容转瞬即逝、随机影响因素较多。然而这些影响因素也给口译评估提供了多种渠道。胡庚

申主要提出了八种评估方法：现场观察法、自我鉴定法、采访征询法、记录检测法、回译对比法、模拟

实验法、考核评定法、“信任”模型法[4]。但是胡教授提出的主要是针对一般性的口译质量评估方法，

具体到不同的口译领域又各具特色，需要有不同的评估方法。2002 年刘和平教授发表在《上海科技翻译》

中的《科技口译与质量评估》一文中在胡庚申教授等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具体到科技口译领

域的评估方法。他提出，根据科技口译的特点，即逻辑性强、概念清楚、用词准确、表达简练且专业性

较强，再结合讲话人言语计划、目的语听众言语期待等基本参数，将忠实和准确定为科技口译最基本标

准[5]。这篇文献的突出之处主要在于将口译质量评估具体到了科技口译领域，并结合口译特点、讲话人

期待、听众期待等确定了最基本的口译标准，为后续科技口译质量评估发展提供了方向。2003 年蔡小红、

方凡泉在《外语与外语教学》期刊上再次探讨了口译质量评估问题。两位学者认为以前的研究大多缺乏

系统严谨的理论根据，也没有客观的实证数据来支撑，因此她们从口译工作本质、各种任务的不同要求、

口译译员的主观努力、原语发言人与现场听众的客观反馈、以及评估的目的这几个角度出发为口译质量

评估提供了更多参数，以期确立一套完整的系统的质量评估方法和标准[6]。然而她们的研究仍然未能提

供相应的实证数据支持。2010、2011 年，张威教授在《上海翻译》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上发表

了两篇对国内科技口译现场活动的调查，前者调查基于一年内的 4 次科技类国际会议现场口译活动，后

者是基于三年内 18 次国际会议。两次调查为口译质量评估提供了实证性数据，并指出了听众在口译活动

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听众应当被看作一个影响口译质量评估的重要参数[7] [8]。张威教授指出口译使用者

即口译现场的听众的反馈和评价是对一场口译质量评估的补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限于现场条

件，这种资料往往难以搜集。因而，国内目前缺乏从听众角度来评价口译质量的口译研究。2019 年胡庚

申教授在《我国口译研究 40 年》一文中再次指出，虽然口译综述性研究有一定职业性实战特点，但是还

存在缺乏针对性梳理、对文章发表后社会性影响跟踪不够、“述而不评”和缺乏动态进展的问题[9]。特

别是口译实验研究仍然缺乏规范、科学的方法。因此，要加强研究方法论意识，注重研究过程。 
回顾文献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口译质量评估体系已经较为完备，然而缺少的主要还是更多的实证性

研究，能够为口译质量评估体系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因此本研究会在前人提出的口译质量评估框架中

结合各个评估参数，通过分析 2020 年苹果公司秋季发布会现场口译内容，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对该场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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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具体的质量评估，为完善口译质量评估体系提供更丰富的数据，为改进口译教学、口译实践提供市

场反馈，同时为口译策略研究提供参考。 

3. 苹果发布会现场同传质量评估实例 

3.1. 评估标准及方法 

本次对 2020 年苹果公司秋季发布会现场同传质量的评估主要是从专业性角度出发，将现场同传的转

录文稿和官方发布稿的笔译版本作对比。通过分析研究现场同传的内容完整度、准确度、话语流利程度

和听众评价四个方面来评估此次现场同传的质量。笔者采用的主要方式是刘和平教授在 2002 年发表的

《科技口译质量与评估》一文中所提到的评估方式。该文章是这样规定的：为保证评估效果及其客观性，

要对口译内容进行打分，最后累计分数得出相对客观的评估结果。是否将讲话的信息或内容传达准确，

这一部分主要考察口译内容的逻辑性，句间是否衔接自然，风格、口吻、语气是否恰当；翻译表达的准

确度、流畅度这一部分主要考察衔接速度完成较好与否；是否反复多次出现停顿、重复、卡壳、口头禅

等现象；是否满足听众期待这部分则主要考察口译内容题材是否与听众期待一致；重点与非重点简略程

度与听众的要求是否吻合等[5]。 
然而，刘和平教授给出的是针对一般性科技口译的评估标准，具体到本次对苹果公司产品发布会的

评估还需要有更加细致、合理的评估细则。胡庚申在关于口译效果评价的构想中提出“采访征询法”，

该方法认为译员口译效果如何最终反应在口译听众的身上，如果不能使听众有较好地理解那口译的效果

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认为对苹果发布会现场同传的口译质量评估需要从口译内容和听众评价两个大

方向上去考量[10]，一是口译内容本身的质量，二是口译听众的感受评价。口译内容本身的质量评估包括

三个方面：同传内容完整度、同传内容准确度、同传流畅度。 
获得 2020 苹果公司发布会现场口译同传视频后，笔者首先将语音文本进行了转录，转录成的文字版

本共计 35,960 字。通过网络查找获得了发布会的官方文字稿，共计 30,910 字。从总字数上对比就可以发

现两个版本差别较大，而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将两个文字版本从信息完

整度、内容准确度和语言流畅度三个方面进行对比(表 1)。 
 

Table 1. Audience’s view [11] 
表 1. 听众评价[11] 

意见 很不同意 不同意 未定 同意 非常同意 

译员口译得很清楚，易于理解      

译员的表达显得既通顺又流利      

译员译出的言语十分地道      

译员口译的速度对我很合适      

译员的声音我听起来很舒适      

译员的知识面很广，能很好地翻译 
此次大会中出现的行话 

     

根据以上因素对此次口译进行打分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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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次研究通过模拟 2020 苹果公司发布会的方式线上播放视频，并邀请 103 位线上志愿听众观

看。观看结束后，要求每人填写一份问卷调查，以问卷方式反映听众对本次同传的评价。组织大约 100
名志愿听众线上观看 2020 苹果秋季发布会同声传译版，观看完毕后请观众填写调查问卷并对此次现场同

传作出及时的反馈。此次问卷调查的设计如下： 
1) 请问您是否是苹果产品用户 
2) 您对苹果公司产品的喜爱程度 
3) 您的英语学习程度 
4) 您是否有过使用现场同传经历 
5) 您对以下观点的同意程度 
6) 您更希望科技产品发布会的形式是现场字幕还是现场同传 

3.2. 评估实例及分析 

3.2.1. 同传内容完整度 
对本场同传内容完整度的评估主要是看有无漏译现象，漏译部分占比是多少。将本场口译的音频转

录成文字版本后，再和官方文字稿(中文版)对比研究，发现本场口译的确存在漏译现象。由于篇幅限制，

完全详举全部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抽样提取了一些类似的例子。 
例 1. 原文：the screen goes top to bottom, edge to edge, rounded into the corners. 
官方译文：屏幕从上到下，边缘到边缘，在拐角的地方呈圆弧形。 
现场口译：你可以看到这个屏幕呃从上到下呃这一个呃边框到边框是全屏全面屏。 
这里讲话人正在介绍新一代 iPhone 的外形，意在强调此款手机是圆弧形，比较圆润，因而手感会好。

但是很明显译员在这里并没有翻译出这一特点，而是直接跳到了讲话者的下一句话，造成了信息的不完

整。 
例 2. 原文：It’s the best we have made yet. 
官方译文：是我们迄今为止做的最好的。 
现场译文：(空缺)。 
讲话人此时介绍到 iPhone 的屏幕，称此款屏幕是 iPhone 目前为止最好的超视网膜屏。而译员并没有

翻译这句话。然而在这里我们认为译员的做法是可取的。由于口译过程中，讲话人语速很快，信息往往

会一闪而过，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全部译出。因此口译员必须要有所取舍。这里结合科技口译的特点之

一，即信息是最主要的，译员并未翻译这句评价性观点。虽然此处出现了漏译，但不会被计算进译员漏

译的部分中。 
例 3. 原文：There is our display engine, our audio system, of course, there is a Secure Enclave. 
官方译文：我们有显示引擎、音频系统，当然还有信息安全区。 
现场译文：有一个呃显示屏的引擎，(空缺)。 
讲话人此时罗列了很多 A12 芯片所具有的功能，语速十分的快，导致译员错过了“音频系统”、“信

息安全区”这两个信息点，转而直接翻译下一句。 
例 4. 原文：This is an infusion system. 
官方译文：这是一个融合系统。 
现场口译：(空缺)。 
这里讲话人在介绍 A12 芯片的系统性质，而译员并未翻译这一句话。 
作为一场科技口译，保证原语信息的完整是十分关键的，这些信息包含着关于产品的特点、所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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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等，不仅有助于听众了解新产品，而且有助于主办方达成开发布会后卖产品的目的[12]。因此，口

译员要尽可能的将这部分的原语信息准确而凝练的表达出来，做到不漏译。而对于一些修饰性的词汇或

者评价性的语言，由于同传反应时间较短，译员可以自行选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翻译。统计分析

发现在整场发布会中被译员漏掉的内容共计有 16 处，但鉴于整场发布会的时长和难度，可以说译员基本

做到了忠实于讲话者说话的内容，将产品信息传达给听众。 

3.2.2. 同传内容准确度 
对本场同传内容准确度的评估主要是看两个方面：一是专业术语等有无误译，误译部分占比多少；

二是译出语是否符合汉语语法，不合语法部分占比多少。 
例 5. 原文：5.8 inches on the diagonal. 
官方译文：对角线 5.8 英寸。 
现场口译：5.8 的这一个斜角的呃长度。 
这里口译员可能是一时没想到 diagonal 对应的汉语，因而将“对角线”说成是“斜角”，然而两者

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讲话人意在指明 iPhone 的大小，而口译员的翻译却有点让人不知所云，给听众的

理解造成困难，属于术语翻译错误。 
例 6. 原文：In fact, we are proud to say it is the most secure facial authentication ever in a smartphone. 
官方译文：事实上，我们很自豪地说 Face ID 是智能手机中，最安全的面部认证。 
现场口译：事实上呢我们也可以很骄傲的说它是全世界在这个智能手机上方面呢呃最好的以及最安

全的一个面部识别的一个身份认证的做法。 
这里口译员说了 56 个字，而官方译文只需要 27 个字。相比之下，口译员的版本是十分的冗长。并

且这句话是不符合汉语语法的，“它”指的是手机，因此定语修饰的不应该是“做法”；另外，“面部

识别”和“身份认证”属于语意重复，而正确说法应该是“它是全世界最好的最安全的面部认证手机”。

语法错误不仅会让听众理解苦难，而且会导致译员浪费口译时间，进而影响下一句话的翻译。 
例 7. 原文：The power in Face ID in everything we do on the iPhone is our series chip. 
官方译文：iPhone 上的 Face ID 的表现归功于我们的 a 系列芯片。 
现场口译：那么 Face ID 呢我们在 iPhone 上的所作所为呢它的这一个促成的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呃芯片。 
这句话是紧跟在上个例子之后的。显然之前一句过于冗长的口译影响了这一句的翻译。这里译员再

一次出现了过于冗长和语法错误的问题。“所作所为”只能指人的行为，“它的这一个促成方式”过于

冗长，可直接替换为“归功于”或者“由于”等。 
例 8. 原文：And high-efficiency cores are up to 50% more energy efficient. 
官方译文：高效内核的能源效率高达 50%以上。 
现场译文：那么高性能的芯片呢它的这个电力可以减少 50%。 
译员这里把“core 内核”误译为“芯片”这是不准确的。另外，讲话人说该内核能源效率高，并不

一定意味着只单单是节省电力，译员这里直接处理成“电力减少”是不严谨的。 
本场同传中，误译和语法错误现象共计发生 19 次。误译产生的原因一般有两大类：一是对专业术语

的不熟悉；二是由听辨困难造成的。对于译员来说，要尽量减少误译就要做到充分的译前准备，了解口

译内容主题，相关术语，熟悉讲话人风格等，才能最大可能地减少误译现象。在口译过程中遇到不熟悉

的词汇也可以通过结合上下语境猜测等方法来确定词意。如果是由于听辨困难造成的，就需要对症下药，

苦练听力、提高设备质量等，保证口译内容的准确度。至于语法错误，就需要译员一方面克服心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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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口译时的紧张感；另一方面要提高译语水平，达到通顺而地道的译语输出。 

3.2.3. 同传内容流畅度 
对本场同传流畅度的评估主要是从译员口译时停顿、重复、口头禅的数量来分析。 
例 9. 原文：Let’s put side by side with our plus iPhone, iPhone8 plus. 
官方译文：把它和我们的大号手机 iphone8plus 并排放在一起。 
现场口译：那我们现在呢跟我们的呃 8plus 摆在一起比一下。 
例 10. 原文：And they display better than ever on the super retina display. 
官方译文：在超视网膜屏上，照片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示的更好。 
现场口译：那么照片有更好的一个呈现在这个超视网膜上面。 
例 11. 原文：The A11 is a two-core design. This is a dedicated 8-core machine learning engine. 
官方译文：A11 是一个 2 核设计，这是一个 8 核设计，专用的机器学习引擎。 
现场口译：去年是一个两核的，今年是一个八核的这一个设计啊，它是有一个专门的机器学习的功

能。 
通过以上例子以及统计分析，发现“呃”、“呢”、“啊”等语气词以及“那”、“这个”、“一

个”等代词经常出现在译员口译内容中，共计 156 次。这不仅延长了译员口译时间，影响后续发挥，而

且还会给听众造成理解困难和带来很不好的感受。译员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语言选择，尽量少用甚至基本

不用语气词，保证译语的连贯性、流畅性。 

3.2.4. 听众评价数据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集到有效问卷 103 份。其中由 58.97%的受访者是苹果产品用户，因此在问卷调查

受访者中有一半以上比例的人对苹果产品有一定的了解。接着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对苹果产品的喜爱程度

发现有 48.72%的人表示比较喜爱，20.51%的人表示十分喜爱，由此可见苹果产品的受欢迎程度较高。在

受访人群中，只有 12.82%的人有过使用现场同传的经历，而剩下 87.18%的人都是第一次参加有同声传译

服务的会议。第五题开始是关于受访者对本场同传感受的评价。认为译员口译得很清楚，易于理解的人

占到了 64.36%；认为译员的表达显得既通顺又流利的人占到了 36.1%；认为译员译出的言语十分地道占

到了 58.97%；认为译员口译的速度对我很合适的人占到了 76.93%；认为译员的声音我听起来很舒适占到

了 79.49%；认为译员的知识面很广，能很好地翻译此次大会中出现的行话的人占到了 71.8%；对本场口

译的综合打分认为比较满意和满意的人占比为 82.05%。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对于本场同传大部分听众的反馈是正面的，认为译员能够保证信息的清楚传

达。但是由于译员口译时停顿、重复、口头禅的数量过高，给听众带来了不连贯、不流利的感受，因此

“认为译员的表达显得既通顺又流利”的人占比较低，这和本文上一部分量化研究的结果基本吻合。然

而，在最后一个问题“您更希望科技产品发布会的形式是现场字幕还是现场同传”中，有 66.67%的人选

择了字幕翻译，和本次实验大部分参与者是首次使用同传服务有一定的影响。也侧面反映了，译员还需

进一步精进自身水平，为听众提供更好地服务和体验。总体来看，本次实验将口译内容分析和口译听众

评价结合，两者具有验证性互补作用。两种数据结合分析后，我们可以对本场科技产品发布会上同传质

量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评估。 

4. 结论 

在此次实验中我们对 2020 年苹果公司秋季发布会内容的现场同声传译版本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译

员在“信息完整度”、“信息准确度”两个指标上表现良好，错误率较低。但在“同传流利度”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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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缺陷，译员使用了过多的语气助词和代词，给听众造成了不好的感受，而这一点可以在听众评价

研究中得到验证。除了对具体内容的分析之外，我们还收集了 103 位听众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整体上听众对于本次发布会同传评价为良好，认为译员翻译可以基本满足听众获取主要信息的需求。然

而译员在译语流利度方面的确存在不足，愿意使用字幕翻译的听众的比例较高。 
本次质量评估结果显示，口译员和口译学习者需要注意口译过程中译语输出的流利度，尽量减少使

用不必要的语气助词和代词，做好译前准备，熟悉相关专业术语，控制失误。本次实验丰富了口译质量

评估体系，为现有的口译评估体系提供了多样化的实例和数据，有助于发展后续的相关研究。然而，本

次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数据收集过程为人工收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另外，由于问卷调

查样本数量较少，本次实验的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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