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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在中国特色话语中的应用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对比分析了

GPT-4o与文心一言3.5在中国特色话语汉英翻译中的表现差异。本文使用了BLEU值、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和Gunning Fog Index等工具，以官方译文为标准进行了译文准确度与复杂度对比测试。初

步分析表明，文心一言3.5在准确度与复杂度方面比GPT-4o更接近于官方译文。研究还发现，当前人工

智能技术尚无法完全替代人工译者在该领域的作用。本文对于人机协作进行中国特色话语翻译和未来人

工智能翻译工具优化方向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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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in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This paper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 between GPT-4o and ERNIE Bot 3.5 in 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paper, tools such as BLEU value,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and Gunning Fog Index were used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te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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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accuracy and complexity using the official translation as the standard. Preliminary anal-
ysis shows that ERNIE Bot 3.5 is closer to the official translation than GPT-4o in terms of accuracy and 
complexity.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current AI technologies are not yet able to completely replace 
the role of human translators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makes suggestions for human-computer collab-
oration for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ransla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optimizing AI 
translation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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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翻译已经从传统的基于规则和统计的方法，逐步演变

为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模型。这些工具凭借其强大的语言生成能力和自适应语境的特性，逐渐在技

术和应用层面取得了显著突破。而中国特色话语因其专业性、正式性，要求译文既能忠实传达原文信息，

又要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这对翻译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际翻译实践中，中国特色话语往

往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保持信息的准确传递和忠实表达；二是如何在译文中平衡语言的可读性与正

式性。因此，选取中国特色话语为测试材料将更好地评估人工智能在进行中译英工作时的表现。 
2024 年 5 月 14 日，OpenAI 推出了 GPT-4o，GPT-4o 在处理速度上提升了高达 200%，ChatGPT 语

言模型的崛起，引领人工智能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为语言文化及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变革。2023 年 11
月，百度推出了文心一言 3.5，文心一言 3.5 在翻译准确性和语境理解上得到了显著提升，特别是在处理

专业术语和复杂语句时，翻译质量有了大幅度改进。因此，本研究聚焦于这两款国内外前沿的人工智能

翻译工具，分析它们在处理中国特色话语时的翻译效果。 
为了全面评估翻译质量，本文采用 BLEU 值、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Gunning Fog Index 翻译质

量评估工具，涵盖翻译的准确性、流畅性和可读性等多维度指标，并进一步结合文本的特性，探讨两种

翻译工具在文本处理和语言生成上的优劣势。 
通过对 GPT-4o 与文心一言 3.5 在翻译效果上的对比分析，本文旨在为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政治领域

的应用提供实证依据，并为未来 AI 翻译技术的优化和发展提供参考。本研究不仅有助于评估现有 AI 翻
译工具的实际应用效果，还可为政策传播和国际交流实践提供技术参考，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更广泛地应

用于语言服务领域，助力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2. 文献综述 

(一) 人工智能翻译 
近年来，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迅速发展，成为翻译领域的研究热点。大语言模型的应用改变了翻译主

体和翻译文本的属性，引发了翻译伦理、译者主体性等问题，但人工翻译仍将继续存在，未来将是人机

协作的模式[1]。尽管新一代大语言模型在语用能力上有所提升，但在处理复杂语用现象时仍存在不足，

提示人工智能翻译在语用层面的局限性[2]。另外，人工智能翻译在中国特色话语中的应用发现其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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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优势，但人工智能生成的译文在意识形态把控上存在风险，可能导致误导性信息的传播[3]，面临着文

化差异挑战等问题[4]。最后，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翻译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具有优势，但也存在局限性，

如准确性不足。 
(二) 中国特色话语翻译 
中国特色话语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它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更

是跨文化交流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中国特色话语的英译在翻译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国际社会了

解中国的关键窗口。对中国特色话语进行翻译研究，有助于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

理解与沟通[5]。同时，中国特色话语翻译应坚持“二元统一”取向，即在语言层面侧重目的语取向，确

保译文的地道性和可接受性。在对中国特色话语翻译的原则和策略方面，翻译时需遵循释疑解惑、对接

目标语文本修辞、彰显文化自信等原则，并通过语义明晰化、增补文化背景、调整句法结构等手段，提

升译文的可理解性和接受度[6]。由于翻译任务较为繁多，且面临较大的时间和质量压力，因此有必要将

辅助翻译软件作为翻译工作的有效工具[7]。另外，从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特色

话语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构建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强调翻译实践应注重信息的构建与

议程设置，结合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认知习惯，灵活调整翻译策略[8]。当前我国在中国特色话语翻译

管理能力方面较强，但在实践能力、传播能力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9]。 
(三) 翻译评价 
翻译译文质量评估已在众多领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10]，随着语言服务行业的不断发展，对翻译质量

的评估变得日益重要。传统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翻译质量的标准化评估，但

各自存在着局限性[11]。在机器翻译(MT)和自然语言生成(NLG)系统的评估中，BLEU 指标作为一种广泛

使用的度量标准，主要基于与标准参考文本的词汇重叠进行计算[12]，是目前常用的自动评估工具之一。

然而，随着 AI 翻译技术的发展，自动化的翻译质量评估方法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其中，基于可读性指标

的评估方法(如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和 Gunning Fog Index)被广泛应用于文本复杂度和阅读难度的

量化分析[13] [14]。 

3. 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讨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ChatGPT-4o 和文心一言 3.5 作为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其生成

的翻译质量两者谁更优？第二，ChatGPT-4o 和文心一言 3.5 是否有潜力替代人工译者在中国特色话语翻

译中的功能？第三，在人工智能发展时代，人机协作中国特色话语的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二) 文本选择 
首先，中国特色话语具有显著的专业性和政策性，通常包含大量的政策术语、法律条款以及具体的

政府措施。所选文本涵盖了农村公路建设的技术细节、资金安排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展望，要求译者和翻

译工具不仅要准确理解专业术语，还要有效传递政策背后的战略意图和实施方案。这对翻译的准确性和

流畅性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是对于人工智能翻译工具而言，如何精确处理这些复杂的术语和结构，是

衡量其能力的重要标准。 
其次，中国特色话语具有强烈的正式性和规范性，语言表达通常严格、结构清晰。中国特色话语往

往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失误，译文的准确性、忠实度和规范性尤为关键。在语言上追求简洁、直接，但

又充满政策性和信息量。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工具不仅要避免对原文的任何误解，还必须确保译文符合

目标语言的正式写作规范。这种对翻译工具精准度和表达规范性的双重要求，恰好能够检验人工智能翻

译工具在处理政策性文本时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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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特色话语的翻译还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历史背景性。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

进程，相关文件中的某些表述可能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对于人工智能翻译工具来说，如何理解这些背

景信息并在翻译过程中作出适当的调整，是检验其综合能力的重要标准。 
因此，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探讨人工智能翻译在处理政策性、法律性和专业性文本时的表现，也为评

估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具体而重要的实践案例。通过这一文本的翻译评

估，能够更全面地考察 GPT-4o 和文心一言 3.5 在复杂中国特色话语处理方面的能力。 
(三) 检测工具的选取 
1) BLEU 检测 
BLEU 是 Bilingual Evaluation Understudy 的缩写，最早由 IBM 在 2002 年提出。BLEU 评分机制主要

通过评估 n-gram 精度来衡量机器翻译的质量，即计算机器翻译中 n-gram 与参考译文中对应 n-gram 出现

的频率，即机器翻译的结果越接近人工参考译文就认定它的质量越高。得分通常在 0 到 1 之间，分数越

高，表示译文质量越好。该指标因其简便性和较高的计算效率而受到青睐。 
2)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是评估文本可读性的常用工具之一，主要通过计算句子长度和单词音节数

来推测读者理解该文本所需的年级水平。得分通常对应着理解该文本所需的年级水平，得分越高，表示

文本越复杂，适合较高年级的读者。该方法因其简便且广泛应用于英语文本评估中，成为衡量翻译可读

性的有效工具。 
3) Gunning Fog Index 
Gunning Fog Index 是一种通过语句结构和词汇复杂度来评估可读性的经典方法，适用于各种类型的

英语文本。该指数的得分反映了理解该文本所需的最低教育年级。较高的得分表示文本更难理解，而较

低的得分则表明文本较为简明易懂。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一) BLEU 
在 Python 27 的环境中运行可得到表 1。 
 

Table 1. BLEU values of the translated texts of ChatGPT-4o and ERNIE Bot 3.5 
表 1. GPT-4o 和文心一言 3.5 译后文本的 BLEU 值 

 GPT-4o 文心一言 3.5 

P1 0.55 0.54 

P2 0.24 0.25 

P3 0.13 0.14 

P4 0.07 0.08 

BP 0.68 0.98 

BLEU 0.1256 0.1941 

 
从 BLEU 值结果分析，GPT-4o 生成的译文得分为 0.1265，而文心一言 3.5 的得分为 0.1941。可以看

出，文心一言 3.5 在 BLEU 值这一指标上优于 GPT-4o，这表明其在与参考译文的 n-gram 匹配中表现得

更为出色，尤其是在翻译准确性和文本一致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从具体的 n-gram 精度(P1、P2、P3、P4)来看，文心一言 3.5 在所有的 n-gram 匹配率上均高于 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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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例如，文心一言 3.5 的一元组匹配率(P1)为 0.54，二元组匹配率(P2)为 0.25，而 GPT-4o 分别为 0.55
和 0.24，尽管差距较小，但仍体现出文心一言 3.5 在更高阶的 n-gram 匹配中表现更稳定。而在三元组(P3)
和四元组(P4)匹配率方面，文心一言 3.5 也占有一定优势，表明其生成译文在词汇组合和上下文流畅性上

可能更贴近参考译文。此外，文心一言 3.5 的惩罚因子(BP)为 0.98，接近于 1，说明其译文长度与参考译

文更为接近；相比之下，GPT-4o 的 BP 值为 0.68，表明其生成的译文长度较短，可能存在省略或内容不

足的问题。 
总体而言，在词汇匹配和长度控制方面，文心一言 3.5 在本次政治文本翻译任务中的表现优于 GPT-

4o。然而，这两个系统在应对政治文本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均有提升空间。 
(二)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Gunning Fog Index 
GPT-4o、文心一言 3.5 译后文本及官方译文的 Flesch-Kincaid Grade、Gunning Fog Index 值如表 2

所示。 
 

Table 2. Values of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and Gunning Fog Index 
表 2.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Gunning Fog Index 值 

 GPT-4o 文心一言 3.5 官方译文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14.9 18.3 16.2 

Gunning Fog Index 11.45 13.4 12.64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用于评估文本对读者的教育水平要求，得分越高，表示文本中单词的音节

数更多，句子的平均长度更长，需要较高的教育背景才能理解。对于本研究中的中国特色话语，具有语

言正式、结构严谨、术语密集等特点。官方译文的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为 16.2，表明该译文的复

杂度较高，适合具备较高教育背景的读者群体。一方面，GPT-4o 的得分为 14.9，较官方译文有所降低，

表明其译文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语言，降低了理解难度，从而适合具有高中或本科教育背景的读者。另

一方面，文心一言 3.5 的得分为 18.3，与官方译文的得分差值大于 ChatGPT-4o，表明其译文在保留原文

本复杂性的同时，使用了更多的专业术语和复杂句式，适合具有更高教育背景和更深层次专业知识的读

者群体，对理解要求较高。 
其次，Gunning Fog Index 是衡量文本复杂度的重要指标，得分越高意味着文本包含更多复杂词汇和

长句，阅读难度较大。GPT-4o 的得分 11.45 低于官方译文 12.64，表明其译文使用了较短的句子和较为通

俗的词汇，降低了中国特色话语原有的复杂性，使其更适合普通读者理解。而文心一言 3.5 的得分较高，

表明其在翻译过程中保留了更多复杂句式和高级词汇。尽管这种处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本的专

业性，但也可能增加了其阅读难度。因此，文心一言 3.5 的译文更适合对精确性要求较高的专业读者，而

GPT-4o 则更侧重于易读性和普适性。但文心一言 3.5 与官方译文的 Gunning Fog Index 得分差值小于 GPT-
4o，因此文本复杂度来看，文心一言 3.5 的译文更接近于官方。 

综上，GPT-4o 的译文通过简化语言和结构，提高了文本的可读性，适合较为广泛的读者群体，尤其

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更加易于理解。相比之下，文心一言 3.5 的译文则在较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文的复杂

性和正式性，适合具有较高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的读者。官方译文在这两者之间，试图在保持文本严谨

性的同时，也兼顾了可读性和理解性。因此，官方译文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复杂性和易懂性，适

合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综上所述，从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和 Gunning Fog Index 值来看，文心一言 3.5 的译文虽然复

杂度更高，但更加接近官方译文的风格，而 GPT-4o 的译文则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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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机协作翻译中国特色话语未来发展方向建议 

尽管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研究，但中国特色话语翻译仍较少受到关注。大部分研

究集中在文学文本翻译中。相较于文学文本，中国特色话语的翻译更注重语境和文化背景的传达，对人

工智能而言更能体现其翻译水平。另外，对于人工智能译文质量研究，大部分都集中于使用 BLEU 值作

为质量评判标准，但 BLEU 指标的有效性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15]，因此本文另外选择了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和 Gunning Fog Index，以官方译文为标准，除准确度之外，对译文复杂度和可读性也进行了

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在中国特色话语领域翻译中的潜力与局限性。 
结合上述两个指标和 BLEU 值，可以看出无论是精确度还是复杂度，文心一言 3.5 都比 GPT-4o 更加

接近于官方译文。GPT-4o 通过降低文本的复杂性和语言难度，使得译文更具可读性和普适性，但同时也

由于过于高度提取内容而省略太多，从而可能导致出现内容可能无法完整传达的情况。而文心一言 3.5 则

通过更为正式、专业化的语言表达，保持了中国特色话语原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译文也更加接近于官

方。因此，GPT-4o 可被用于需要快速传播和广泛传播的场景中，如当下热门的短视频推送，受众读者多

为受教育水平较低或更偏好快速阅读。而文心一言 3.5 则更适合对译文要求高度忠实于原文语言特点的

场景，如官方平台或会议，受众读者多为领域专家或具有相关知识基础的人。两者在翻译中国特色话语

时的不同表现，反映了其在模型设计和优化目标上的不同取向，也为研究如何在中国特色话语翻译中平

衡可读性和忠实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另外，关于人机协作翻译，虽然一些研究提出了人工智能与人工译者的合作模式，但传统的研究往

往侧重于技术层面的提升，忽略了人工译者在翻译中的独特作用，且具体的协作方式并未明确界定。依

据上述实验，本文提出一种具体的人机协作方法，即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使用场景来处理大批量标准化的

政治文本，而人工译者则应专注于复杂的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准确传达。这一方法不仅为人工智能翻

译技术提供了新的应用场景，也为未来的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比 GPT-4o 与文心一言 3.5 在英译中的表现，结合 BLEU 值、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和 Gunning Fog Index 多维度评价指标，对两种人工智能翻译工具的翻译质量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在中国特色话语翻译中表现出一定的潜力，但在面对专业术语、政策表达及文

化背景的准确传达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中国特色话语的复杂性和严谨性对人工智能翻译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当前技术尚无法完全替代人工译者在该领域的作用。 
人工智能翻译工具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进一步改进其模型，以提高中国特色话语中特定术语的识别和

处理能力，增强术语库的建设，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同时，需要在可读性与忠实度之间取得平衡，开发

适应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策略，满足多样化的受众需求。此外，加强对上下文的理解能力，减少内容遗

漏，确保译文完整性也是优化方向之一。在中国特色话语翻译中，人工智能工具可以作为辅助，与人工

译者形成互补，提升翻译效率，减少重复性劳动，先由人工智能进行初步翻译，再由人工润色审核，将

有助于确保译文质量。未来的翻译策略应结合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调整语言风格，使其更加符合受众

的阅读习惯。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发展趋势将朝着更高的精度、减少误译和遗漏的方向迈进，同时深度

融合自然语言处理、语义分析等技术，以进一步提升翻译质量。本研究为人工智能翻译在政治文本领域

的应用提供了实证参考，同时也为未来人工智能翻译工具的优化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研究为人工智能翻译在中国特色话语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实证参考，同时也为未来人工智能翻译工

具的优化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中国特色话语翻译的实际应用中，仍需谨慎评估工具的能力，并结

合人工干预，确保翻译质量满足预期需求。另外，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特定中国特色话语的翻译质量评估，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4385


凌颖 
 

 

DOI: 10.12677/ml.2025.134385 581 现代语言学 
 

未能全面涵盖其他类型中国特色话语的翻译特点，使用的大语言模型数量也有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

大样本范围，并引入更多维度的评估标准，以提高研究的全面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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