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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器翻译是利用计算机将源语言转换为目标语言的过程，是计算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人工智能在翻译

领域的一大进步，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机器翻译从“机械大脑”到基于规则

的机器翻译和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再到基于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上不断推陈出新，算法

上不断升级优化。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机器翻译技术在促进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

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借助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来探讨2012年至2022年机器翻译的发展，发现围

绕机器翻译主题所引出的研究热点有译后编辑、人工智能等方面，并且机器翻译逐渐与其他学科相结合，

形成跨学科研究模式。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要多领域地培养人才，以此促进机器翻译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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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chine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 the source language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 by 
using computers. It is a branch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a great progress of artificial inte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3159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3159
https://www.hanspub.org/


张玥 
 

 

DOI: 10.12677/ml.2023.113159 1172 现代语言学 
 

ligence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It has important scientific research value. With the rapid devel-
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hine translation has evolved from “mechanical brain” to 
rule-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statistic-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then to neural net-
work machine transla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In terms of technology, it continues to bring forth 
new ideas, and in terms of algorithms, it continues to upgrade and optimize.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hine translation technolog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
tant role in promot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de-
velopment of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2012 to 2022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hotspots around the topic of machine translation include post-translation 
edi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aspects,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is gradually combined with 
other disciplines to form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odel.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we should cultivate talents in multiple fields to promot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machin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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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器翻译也被称作自动翻译，指利用计算机将一种语言文本(源语言：Source Language)转换为另一种

语言文本(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的翻译过程[1]。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创新，机器翻译经历了基于规

则的机器翻译到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再到基于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翻译技术不断革新，算

法不断优化，硕果累累。机器翻译这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必将在翻译行业的未来中占据重要的席位，

相比于人工翻译，机器翻译节省了许多人力和财力，但是，当下的机器翻译技术不能满足正式和专业的

场合以及一些领域的翻译工作，其翻译结果仍然存在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其仅仅能在日常生活等基础层

面为人所用。本文将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来观察近十年来机器翻译的研究热点，并探讨其发展趋势。 

2. 研究回顾 

2.1. 国内外机器翻译发展 

2.1.1. 国外机器翻译发展 
Weaver 在 1949 年首次提出了使用计算机进行翻译的思想，并提出了避免出现“字对字”翻译的四

条具体原则。此后，机器翻译研究得以兴起并迅速发展，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研究者，以色列著名哲

学家、语言学家和数学家 Bar-Hillel 于 1952 年组织召开了第一次机器翻译大会，之后美国的乔治敦大学、

华盛顿大学、国际商业机器学习也积极展开有关机器翻译的研究[2]。早期机器翻译研究得以快速发展是

由于研究领域的新颖与跨学科性以及不同国家对机器翻译研究的实际需求。 
1950 年到 1960 年间机器翻译主要针对理论语言学中的句法分析，建立起多种基于句法分析的机器

翻译模型。研究者们发现，机器翻译产出的译文质量良莠不齐，难以达到预期要求，因而对其可实施性

提出了质疑。其中，Bar-Hillel 认为，机器翻译最大的屏障就是语义歧义问题。语言中语义的多样性要求

机器翻译必须拥有一套能够充分对语言结构与语义问题进行分析的语法、句法系统。而当时应用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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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与句法分析模型显然不能解决各种复杂的语言问题。因此，他建议将自动机器翻译修改为机器辅助

翻译，在译前和译后阶段为译者提供必要的辅助[3]。对机器翻译的质疑催生了语言自动处理咨询委员会

(The Automatic Language Processing Advisory Committee, ALPAC)的建立。ALPAC 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对

机器翻译发展及资助情况做出评估。1966 年，ALPAC 发表的报告指出，机器翻译由于需要建立规则算

法及模型设置，译文质量的不尽如人意与可观的经济投入显示出产出与投入的明显失衡。报告的发表使

得机器翻译研究相继停止，但加拿大、法国等地进行的机器翻译研究在具体应用领域却表现突出。 
从 1990 年开始，大量的双语、多语语料应运而生。基于语料库的统计机器翻译通过在平行文本中词

对齐、短语对齐、句子对齐的方式自动构造机器翻译模型。近些年，基于“深度学习”的神经机器翻译

系统产生并快速发展。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由 Hinton 等人在 2006 年提出，现已成为机器学习领域发

展最快的主流技术之一。由于深度学习是机器进行的一种多层次非线性处理，与传统的浅层次线性处理

相比，在处理模型分析和分类问题上更准确、性能更高[4]。模拟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技术能够使机器拥

有自动学习抽象特征表达的能力，并且能够将学习结果灵活地应用到其他任务中，因而基于深度学习的

机器翻译可以尽可能省去人工调配，从而实现由机器自动推断最佳翻译结果[5]。 
目前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终端的普及给机器翻译带来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如口语翻译、照相翻译、

文字扫描翻译等。 

2.1.2. 国内机器翻译发展 
1956 年，我国就曾经把机器翻译研发列入了科学技术工作之中并小有成就，1959 年国庆十周年前夕，

在我国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上成功地进行了实验。词典包括 2030 个词条，语法规则系统由 29 个线路图

组成。这次实验翻译了九个不同类型的较繁杂的句子。在经过了一段停滞期之后，20 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我国机器翻译迎来了高速的发展阶段，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经济与科技高速发展中的中国

迈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机器翻译研究领域也有了质的飞跃。 
在经历了众多探索研究之后，我国的机器翻译也逐渐走向了应用化、大众化和商业化。中国软件技

术公司在 1988 年推出了“译星 I 号”，标志着我国机器翻译系统正式走向市场，并迅速拥有了大量用户

且走向海外。继“译星”之后，北京的高立系统、天津的通译系、陕西的朗威系统等一系列机器翻译系

统也进入了大众视野。在 21 世纪，金山词霸、有道翻译、百度翻译等一系列 APP 的开发，更是极大地

满足了普通用户对于翻译的需求[6]。 

2.2. 机器翻译种类 

2.2.1. 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 
基于语言规则的机器翻译系统类型大致可分为直接翻译系统、转换系统和中间语言系统。源语和目

标语之间的词汇单元的对应关系是直接翻译系统设计的依据。转换系统的源语言分析独立于目标语言，

双语转换时不仅需一部双语对应词典，还需要考虑双语结构差异，进行结构调整。中间语言系统的源语

言不与目标语言直接接触，它把源语的文本用中间语表达出来，然后再把中间语言所表达的意义用目标

语表达出来[7]。 

2.2.2. 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 
统计机器翻译的原理使基于语料库的，语料库是他们获得翻译知识的来源。统计机器翻译采用数据

驱动的方式，主要依靠双语或多语言并行语料库，通过对词对齐和翻译规则提取实现翻译建模，然后利

用所学知识和翻译规则进行自动翻译。统计机器翻译的任务是将观察到的源语言还原为最有可能的翻译，

即同一源语句段可能对应多个候选翻译句段，呈现概率最大的便是译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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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基于神经网络机器翻译 
2013 年，Kalchbrenner 和 Blunsom 提出了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翻译方法。端到端序列生成模型是神

经机器翻译的基本建模框架。它是一种将输入序列转化为输出序列的框架和方法。其基本思想是通过神

经网络直接实现自然语言之间的自动翻译，因此，神经机器翻译通常使用编码器–解码器框架实现序列

到序列的转换[9]。神经网络法在模型训练完毕后无需再使用语料库，只运用神经网络获取源语言到目标

语言的转换。但是，它需借助注意力机制、长短时记忆网络和门限循环单元等[10]。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通过对知网核心期刊中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本研究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① 近十年机器翻译研

究主要围绕哪些热点议题展开?② 近十年机器翻译研究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未来走向呈现怎样的特点?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知网核心期刊，同时设置高级检索主题为“机器翻译”，时间设置为 2012 年至

2022 年，文献检索类型为北大核心和 CSSCI，经筛选后得到有效文献 200 篇。 

3.3. 分析工具 

本文以 CiteSpace 软件作为分析工具，其中 CiteSpace 可利用名词性术语找出文献中的突现词，发现

机器翻译在一段时间内呈现的变化和动态趋势，探索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趋势。 

4. 研究热点分析 

从下图 1 中发现，近 10 年机器翻译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议题。 
 

 
Figure 1. Machine translation research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map (2012~2022) 
图 1. 机器翻译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20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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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译后编辑 

为克服机器翻译的局限性，提升译文质量，译后编辑由此应运而生，与之相关的译者也因此要具备

译后编辑的相关能力。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能力指“根据一定目的与要求对机器翻译的原始产出进行加工

与修改所需的知识体系与认知素养”[11]。相比于翻译能力，译后编辑能力是一个新兴概念。Konttinen
等人总结出专门针对译后编辑能力的子能力要素，包括策略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态度或生理心理能力

以及工具能力[12]。译后编辑能力培养已成为翻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议题，需要相关方携手努力，培养出

语言服务行业真正需要的专业人才。 

4.2. 人工智能 

机器翻译平台、语料加工平台、语音转写等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翻译领域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引入

翻译行业后，可以有效地提高翻译质量，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代替人工翻译，使用极其方便。但与此同

时，人工智能翻译也有一些局限性，它始终不能像人类大脑一样具有共情能力，不能根据文本类型选择

恰当的翻译策略，因此人工智能翻译本身尚存在大量的技术进展空间。 

4.3. 神经网络 

神经机器翻译是近年来一种新兴的机器翻译技术，作为一种全新机器翻译模型，神经机器翻译通过

使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来获取自然语言之间的映射关系，实现源语言直接翻译成目标语言，减少了传统

统计机器翻译中繁琐的转化过程，这一翻译技术因其简洁、高效得到了学界广泛认可。 
从上图 1 中也可以看到，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周围出现的高频词如强化学习、低资源、译后编辑和翻

译技术等，说明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近年来侧重于研究如何提升翻译质量、人机交互尤其是译后编辑的交

替应用等方面。随着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在高资源语言翻译任务(如英法翻译、英汉翻译)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学界还将关注点聚焦在如何提升低资源语言情况下机器翻译的任务，例如加泰隆语和汉语之间的翻译实

践质量。 

4.4. 发展趋势 

由上述可知，可以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来分析机器翻译的研究热点，以此来看机器翻译的发展趋

势。宏观来说，机器翻译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能力培养和教学等方面。其中，

翻译技术的提升包括切分算法、数据增广等，能力培养包括译前编辑和译后编辑能力等，体现了机器翻

译和其他学科形成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微观来说，机器翻译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语言句法处理上、文

本分类及术语处理等方面。其中，语言句法处理包括多种语言的拓展，如俄语、蒙古语，以及句法上涉

及到的句子排序和介词结构，文本分类包括商务文本、文学文本以及农业文本等更多新领域，体现了机

辅翻译的发展将更加具体化和专业化。 

5. 结论 

本篇论文借助 CiteSpace 对核心数据库中近十年来以“机器翻译”为主题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

究发现：首先，机器翻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翻译技术得到了不断升级，翻译质量也随之得到提升；

其次，机器翻译在译前编辑和译后编辑等方面展开了拓展研究，并积累了相关经验；再次，机器翻译与

其他学科，如计算机、语言学等学科知识相融合，形成跨学科研究趋势，并且逐渐应用于更多文本类型，

如低资源语种文本；最后，由于机器翻译有智能但缺智慧，因此学界还关注到了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和人

机共译，以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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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更具科技化的时代里，机器翻译在语言服务行业占据重要地位，应该更加关注新兴研发人才

的培养，从而促进科技创新并拓宽机器翻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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