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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它是一门集语言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认
知科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交又学科。
近几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应用需求急剧增
加，人们迫切需要实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帮助人们打破语言屏障，为人际之间、人机之问的信息
交流提供便捷、自然、有效的人性化服务。
但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若干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尚未得到解决，有待于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深入研
究和探索。
　　中文信息处理作为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一个分支，近几年来备受关注。
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汉语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强势语言而被世人
瞩目，汉语理解所涉及的科学问题让国际计算语言学界无法回避；而另一方面，汉语使用者所拥有的
巨大市场潜力令国际企业界不敢轻视。
因此，中文信息处理成为全球自然语言处理研究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国际上每年举行的颇具影响的几种技术评测，包括机器翻泽评测、信息抽取评测和句法分析评测
等，无不与汉语密切相关。
因此，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没有理由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文信息处理所面临的困难既有其他任何一种自然语言处理都会遇到的共性问题，如生词识别问
题、歧义消解问题等，也有中文处理本身所具有的个性问题，如汉语自动分词问题、词性定义规范问
题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文信息处理更具挑战性。
值得欣慰的是，中文信息处理在引起国际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同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大力
支持，它已经被列入国务院批准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因此，中文信息处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近几年来，我国的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技术
开发和产业化发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一大批青年学者投身到这一领域中。
为了使这一领域的广大学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全面了解中文信息处理的技术现状，进一步推动中文
信息处理及其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我们组织编写并出版了这套中文信息处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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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所在的课题组近年来在汉英机器翻译研究方面所取得进展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内容涉及汉英机器翻译的各个主要方面及关键技术，包括对目前国际上机器翻译研究进展的综述，汉
语词法分析技术、汉语句法分析技术、汉语词汇语义相似度计算、汉英双语语料库的词语对齐、语料
库的结构对齐、基于结构对齐语料库的翻译模板抽取、多引擎机器翻译方法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本书可供从事计算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中文信息处理、机器翻译等领域研究工作的人士参考，
也可以作为大学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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