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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定义和理解

二．产业发展方向及产业价值链分析

三．主要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应在哪里

四．领域的重要原始创新可能在哪里

产业需求与应用

科学技术研究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定义和理解

 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文信息处理的判断

 计算机处理中文信息的关键问题已经解决

 唯中文独有的问题几乎没有了，无论是互联网、移动计算，还是云

计算，中文都没有成为问题

 尽管中文落后于西文的问题还很多，但都不是很致命

 中文信息处理的学科地位已经定型

 从教育部的学科编码看

 从教科书的定义看

中文信息处理 ∈ 语言信息处理 ⊂ 计算语言学 = 计算机科学 ∩ 应用语言学

丢了文字学！



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定义和理解

 如果用文字定义的话,可以定义为

中文信息处理学科是中华语言文字学与计算机信息科学的交叉学

科，是研究利用计算机进行中华语言文字信息输入、存储、传输、输出

、识别、转换、压缩、检索、分析、理解、生成和传播等处理问题的理

论、方法和技术的学科。

 抛出两个话题

 要不要把中华语言文字信息，拓展到中华文化信息

 要不要把计算机信息科学，拓展到更广义的信息科学，比如加入人类

信息学，这样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这两个都是一

级学科）就可以包容进来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中华语言
文字学

新闻学
与传播学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二、产业发展方向及产业价值链分析

 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文信息处理面临的问题

 下一步的发展和研究失去强劲动力和重量级的话题

 理想的研究环境是

 而中文信息处理的研究环境

 产业需求与应用的推动力比较弱

 新的研究成果在应用上表现不彰

产业需求与应用

科学技术研究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二、产业发展方向及产业价值链分析

 中文信息处理的产业需求和应用方是谁?

 产业发展方向、相关热点话题及投资来源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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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发展方向及产业价值链分析

 中文信息处理产业价值链分析
科学技术研究

需求与应用

算法、引擎、标准

音：语音识别、语音合成 义：搜索、语法语义分析 形：排版、字库、识别

芯片、板卡

音：语音识别、合成芯片 形：RIP、汉卡、图形卡

终端设备

音：专用设备、移动终端 形:打印机、电子书、PAD

技术服务

音：解决方案、集成 义：搜索门户、应用软件 形：排版软件、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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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发展方向及产业价值链分析

 中文信息处理产业价值链分析——结论

 对中文音和形的产业发展，已经走完了价值链的全过程

 对中文义的产业发展，中间有断层

 对“义”的产业发展滞后于音和形的产业发展

 义的产业化应用，不需要芯片、板卡、终端这些产业化过程

 我认为重要方向或方面应该在“义”的领域，特别是对Web2.0、3.0相关的产

业
算法、引擎、标准

音：语音识别、语音合成 义：搜索、语法语义分析 形：排版、字库、识别

芯片、板卡

音：语音识别、合成芯片 形：RIP、汉卡、图形卡

终端设备

音：专用设备、移动终端 形:打印机、电子书、PAD

技术服务

音：解决方案、集成 义：搜索门户、应用软件 形：排版软件、集成



三、主要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应在哪里

 前三十年着力于——如何让中文进入计算机

 后三十年着力与——如何让计算机“理解”中
文 算法引擎

音：语音识别、语音合成 义：搜索、语法语义分析 形：排版、字库、识别

芯片、板卡

音：语音识别、语音合成 形：RIP、汉卡、图形卡

终端设备

音：专用设备、移动终端 形:打印机、电子书、PAD

技术服务

音：解决方案、集成 义：搜索引擎、应用软件 形：排版软件、集成



三、主要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应在哪里

 推荐两个着力点——之一：语义网及关联数据网（云）

 发展迅速的Linked Open Data （LOD）

2008年的LOD
DBpedia（wiki）甚
至不在LOD中

2009年的LOD

67亿个三元组

1.48亿个关联

DBpedia成为中心

2010年的LOD2011年的LOD



三、主要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应在哪里

 推荐两个着力点——之一：语义网及关联数据网（云）

 中文的Linked Open Data （LOD）在那里？



三、主要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应在哪里

 推荐两个着力点——之二：基于自然语言的精准检索（问答式检索）

 全文检索动辄几十万、几千万的检索结果，人们需要更精准的检索

 除了文本内容以外，越来越多的非文本内容需要检索，如图片、视频、音乐、

语音等等

 对这些内容的最佳检索条件，非自然语言莫数

 实现基于自然语言的检索，必须解决语义鸿沟问题

 跨越语义鸿沟的常用手段是：机器学习、语义网

计算机•内容 人•自然语言

机器学习

语义网(规则、推理)

语义鸿沟



四、领域的重要原始创新可能在哪里

 重要的原始创新可能在云技术与语义网相结合的领域里

 回顾一下历史——每一次新的计算平台出现，都对中文信息处理提出

新的挑战，带来创新的高潮

 小型机计算时代——使汉字进入计算机

 微型机计算时代——使中文计算机出版走向实用

 互联网计算时代——使中文全文检索得以普及

 移动云计算时代——？使中文自然语言检索得以实现

 重要的理论原始创新可能在

 基于中文自然语言的信息检索

 搜索引擎升级、框计算、聊天机器人

 互联网中文云安全

 舆情预警、防盗版、防泄密、防造谣、防诈骗



谢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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