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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2007 会议观感

刘群 , 刘洋

(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080)

　　每年一度的计算语言学学会年会 ( Annual Meeting of

ACL)是计算语言学界的盛会 ,也是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

处理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术会议 ,ACL 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反

映了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学术动向 ,受到研究工作者

的广泛重视。今年的 ACL2007 是 ACL 的第 45 届年会 ,在

美丽而又浪漫的东欧古城 ———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 ,同时召

开的有 EMNL P2CoNLL 2007 和 IWPT 2007 等 2 个学术会

议 (Conference) 、15 个学术研讨会 (Workshop) 以及 5 个专题

讲座 ( Tutorial) 。会期从 6 月 23 日开始一直持续到 6 月 30

日结束 ,根据 ACL2007 网站公布的名单 ,参加会议的人数达

到了创纪录的 1 095 人 ,可谓盛况空前。ACL 主会议于 25～

27 日召开 ,其他各个会议、研讨会和专题讲座都是安排在

ACL 主会议之外的时间段并行进行的。其中 , EMNL P 于

28～30 日召开 ,持续时间最长。其他研讨会或者专题讲座持

续时间半天到两天不等。

今年的 ACL 会议一共收到论文 588 篇 ,录用 131 篇 ,录

用率为 22. 3 %。各领域论文分布如下 :

领 　　域 收到论文数量 录用论文数量 录用百分比

篇章、对话和语用 58 16 28

句法、句法分析和形式语法 63 15 24

词典、本体和资源建设 63 11 17

词法相关 60 13 22

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机器学习和算法 67 16 24

信息提取、信息检索和问答 70 15 21

机器翻译 65 15 23

语音、语言模型 41 9 22

语言生成和文摘 48 10 21

语义相关 54 12 22

总计 588 131 ① 22. 3

　　(以上资料来自大会公布的 Newsletter No. 6)

　　以上的领域划分比较粗 ,实际上 ,会议的 Session 划分更

细一些 ,包括 :机器翻译、词义消歧、句法分析、语言资源、语

法、机器学习方法、语音与形态、语义角色标记、生成、多语

言、多模态、情感、复述与文本推理、篇章与对话、语言模型、

同指、文摘、语义关系、问答、序列处理、词典和词汇语义、文

本挖掘与检索。每个 Session 通常有 4 篇论文。我们可以看

到 ,其中机器翻译是目前最大的研究热点 ,安排的 Session 达

4. 5 个 (其中一个 Session 是和 Multilingualty 合并举行的) 。

而在机器翻译中 ,统计机器翻译研究又占据了主导地位 ,纯

粹基于规则或者基于实例方法的论文几乎没有。统计机器

翻译的文章全面开花 ,一些传统的基于语言知识的规则方法

也开始融入到统计机器翻译研究中 ,很多论文都试图利用句

法结构、句法标记、功能词、词义排歧来改善统计机器翻译的

效果。另外 ,统计机器翻译的一些经典问题 ,如词语对齐、自

动评价、词序调整 ,依然受到重视。其他一些统计机器翻译

研究论文涉及的话题包括解码算法、音译、翻译预处理、系统

融合、多语言等。不过 ,总体上看 ,这次会议上统计机器翻译

论文并没有出现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另外 ,深层次的句法语

义分析 ,也仍然是 ACL 关心的主要话题 ,论文数量占了相当

的比例 ,而且 ,今年的 EMNL P2CoNLL 重点讨论了依存分析

技术 , ACL 主会议上有专门的 Session 讨论语义角色标注 ,

另外有一个 SemEval Workshop 开展了语义分析方面的评

① 大会 Newsletter No . 6 公布的数字中 ,总录用论文数是 131 篇 ,但各领域论文数之和是 132 篇 ,二者不符。



5 期 刘群等 : ACL2007 会议观感

测。除此之外 ,其他几个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包括语音与形

态、篇章与对话、多语言、多模态、语言模型、机器学习方法、

情感等 ,这些领域分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Session。

这次会议收到的论文来自 45 个国家 ,其中亚洲太平洋

地区和欧洲各占 35 % ,北美洲 27 % ,中东 2 % ,南美和非洲都

不到 1 %。从被录用论文所占比例来看 ,北美最高 ,为 46.

6 % ,欧洲是 31. 3 %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为 16. 8 %。一些主

要的国家和地区论文录用情况如下 :

国家和地区 投稿论文数 录用论文数

澳大利亚 18 4

中国大陆 74 6

香港 　　 10 0

印度 　　 10 0

日本 　　 53 3

新加坡 　 10 8

中国台湾 20 1

法国 　　 21 4

爱尔兰 　 10 5

德国 　　 32 6

意大利 　 10 3

荷兰 　　 11 3

西班牙 　 20 0

英国 　　 49 14

加拿大 　 11 4

美国 　　 146 57

以色列 　 10 6

　　(以上资料来自大会程序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仅列出投稿论文

10 篇以上国家和地区)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研究实力最强的国家仍然是美国。

不仅投稿数量最多 ,而且录用率也相当高。纯粹从录用率

看 ,新加坡达到 80 % ,是最高的 ,欧美国家的录用率普遍较

高。中国大陆和日本投稿论文数量都很多 ,但录用率偏低。

以中国大陆学者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一共有 6 篇 ,作者单位分

别是 :微软亚洲研究院 (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 、东芝 (中

国)研究开发中心、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与清华大学、

微软亚洲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重庆大学 (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 。虽然来自中

国大陆本土的论文并不多 ,不过 ,会上的中国学者并不少 ,很

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学者以海外研究者的身份发表了论

文。从会议录用的论文列表上也可以看到 ,其中中文姓名的

作者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在参会的人员中 ,根据我们自己的

统计 ,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有 20 多位 , 而根据会议

Newsletter 公布的资料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有 31 位。海外

华人学者人数更多 ,我们在会上就见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大著

名高校的中国学者。根据大会 Newsletter 公布的资料 ,所有

参会人员中中文姓名的人数大约在 110 人左右。记得黄昌

宁教授在 1998 年参加 COL IN G2ACL 会议回国后写的一篇

介绍文章中还感慨会上很难见到中国学者的身影 ,如今这种

状况已经完全改变。特别可喜的是 ,一些年轻的中国学者脱

颖而出 ,相信假以时日 ,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必将越

来越大。

按照惯例 ,每次 ACL 会议都要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和

一个最佳论文奖。本次会议的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了来自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 PARC) 的学者 Lauri Karttunen ,

而最佳论文奖颁发给了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一篇论文

Learning Synchronous Grammars for Semantic Parsing with

Lambda Calculus ,其第一作者 Yuk Wah Wong 也是一个华人

学者。另外 ,会议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 ,包括一次

招待餐会、一次正式宴会、一次音乐会和多次参观旅游 ,这些

活动都是大家自愿参加 ,有些是收费的。布拉格是个非常美

丽的历史名城 ,在古罗马时期曾经是欧洲第二大城市 ,位于

波西米亚平原上 ,盛产水晶。会议召开的时候正值布拉格在

举行音乐节活动 ,各种专场音乐会应接不暇 ,各种公开场合

也有很多露天音乐会 ,以及一些中小学生的公开表演 ,让人

感觉到浓浓的音乐氛围 ,体会到音乐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个民

族的文化传统之中。

另外 ,除主会议外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同期举行的卫

星会议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EMNL P2CoNLL 2007。EMNL P

(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每年召开一次 ,由 ACL 关于语言学数据和基于

语料库方法的自然语言处理特别兴趣小组 SIGDA T 资助并

主办。本次会议与 CoNLL (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Natural Language Learning)联合召开 ,程序委员会主席是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Jason Eisner。EMNL P2CoNLL 2007 今

年共收到论文 398 篇 ,录用 109 篇 (录用率为 27 % ,其中 66

篇为大会报告论文 ,43 篇为张贴论文) ,覆盖了机器翻译、问

答、文本生成、文本摘要、语义、文档分析等多个研究领域。

其中第一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一共有 9 篇 ①,作者

单位分别是 : 东北大学 (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 ,东北大学

(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合作) 、东芝 (中国研究开发中心、南开大

学 (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 、中国科学计算技术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微软亚洲研究院、苏州大学 (与新加

坡 I2R 研究所合作) 、清华大学。

总体上 ,这次会议非常成功。本届 ACL 执行委员会主

席 Mark Steedman 在会议组织的宴会上做了一个精彩报告 ,

对计算语言学近年来的进展和发展趋势做了一个很好的总

结。他说 ,在 2006/ 2007 年间 ,计算语言学团体变大变强了 ,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我们已经有了高可读性、具有实际用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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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EMNL P2CoNLL2007 的论文集没有区分口头报告论

文 ,我们这里就一并计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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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统计方法的阿拉伯语到英语的机器翻译系统 ,其他一些

语言的翻译和其他方面的应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计算

语言学一个好的趋势是和语音研究团体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但也有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 ,就是我们和语言学家变得疏远

了。他表示 ,希望计算语言学能够像物理学一样赢得人们的

尊敬。

物理学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是 :

Everything is made of particles , so Physics is very

important .

现在我们同样可以说 :

The World2Wide2Web is made of Language , so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is very import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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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词元的标注句子链接 (这些句子就是各种语义

结构模式的具体实现 ,都标注了语义信息) 、框架元

素的句法实现方式汇总表、词元的语义搭配模式汇

总表、框架 - 框架关系图示报告 ,也可以进行框架元

素、短语类型和句法功能的分别提取以及演示等。

4 　结语

CFN 构建工程量大 ,难度很高 ,目前课题组只

能在有限领域下开展工作 ,但是 ,已经探索了一条可

行的技术路线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为实现语义

Web 中的语义知识共享以及智能化、个性化的 Web

服务提供了基础资源。近期我们计划扩展到其他领

域 ,继续构建一批框架 ,并将其应用到阅读理解式问

答系统和智能搜索系统等应用研究中 ,以检验 CFN

的实践效果。研究小组近期正在进行基于 CFN 的

句法语义角色自动标注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目的是

开发高性能的汉语句法语义分析器 ,为进行大规模

真实文本的语义信息标注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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