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 年教育部中英文翻譯能力考試

概況與應試心得

一、概況　文／馬湘萍

邁入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國都面臨了國際化的趨勢，「外語」

正是邁向國際化最重要的一扇門。其中又以英語為世界通用語言，

培養中英翻譯人才，提供友善交流環境，遂成為國際化相當重要

的一環。為此，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子計畫

「建立臺灣翻譯人才評鑑制度」，即在提升我國翻譯人員之專業形

象，推動國家邁向國際化。教育部配合該項政策，經多年的研究

及規劃，於 96 年訂定發布「教育部中英文翻譯能力考試作業要

點」，並於同年 12 月辦理首屆中英文翻譯能力考試。

該考試係測驗國內翻譯人員及有志從事翻譯專業工作人員中

英文翻譯能力，分為「筆譯類」及「口譯類」兩類。筆譯類分為

「一般文件英譯中組」及「一般文件中譯英組」；口譯類有「逐步

口譯組」，逐步口譯組考試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考試及格者始

得參加第二階段考試，每組考試科目有兩科。鑒於翻譯能力係以

優秀中、外語能力為基礎，應試者之英語語文能力以具有相當於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R）能力參考指標

C1（流利級）以上程度為宜；另外，一般雖認為具聽說讀寫能力

者即可從事翻譯工作，惟翻譯實具有其專業性，故應試對象設定

為經翻譯專業訓練，或已具翻譯實務工作經驗者，目的在於考察

其專業性，與時下語文能力檢定不同。

第一屆中英文翻譯能力考試，筆譯類英譯中組約 700 人報考，

中譯英組約 400 人報考。各組別兩項科目皆及格者，可取得該組

之證書，英譯中組兩科目及格人數 56 人，中譯英組及格者則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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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譯類逐步口譯組第一階段考試報考人數 395 人，「短逐步口譯」通

過者 14 人，「長逐步口譯」通過者 9 人，其中有 6 人在「短逐步」及「長

逐步」兩科目皆通過，取得口譯類組證書。本項考試雖是首次舉辦，但從

以上的報名人數及測驗通過情形來看，顯見本考試之嚴謹。

教育部為配合國家發展需要，而辦理該項考試，係期望藉由雙向筆

譯及逐步口譯之翻譯能力考試，提昇國內各大學校院翻譯教學品質及我

國翻譯人員之專業形象，推動國家邁向國際化，並為政府相關部門未來研

議建立翻譯專業證照制度之基礎。（本文作者為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科長）

二、口譯類應試心得　文／張懿萱

由於是第一屆的翻譯能力考試，所以在考試之前先在網路上研究了

一下題型。口譯類逐步口譯組考試分為短逐步口譯和長逐步口譯兩科目，

內容設定為一般性的談話，所以不需要做事前的資料蒐集工作，因此，只

能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帶著平常累積的實力上考場！

每段測試前都有簡單的考前介紹，因此我在聆聽的同時，也在腦海

裡猜測著等一下講者的演講架構為何，並把一些關鍵詞先寫下來，以免

在翻譯時反應不及。簡單的說，就是利用這短短兩到三分鐘的題目說明

時間，將自己融入整個會場情境，畢竟這是考試，沒有辦法像實際工作時

可以拿到活動簡介，去跟講者做事前溝通，透過活動現場環境來輔助自

己的翻譯品質，所以只好發揮自己的想像力來還原現場。

第一科目短逐步口譯的內容都不是很長，但比較令人緊張的是無法

預期講者何時會停下來，也無法預期講者的演講總長；到了第二科目長

逐步口譯的情況更是緊張，只聽到全場皆振筆疾書，絲毫不敢鬆懈。口

譯可怕但也好玩的地方就在這，當場一不小心分神就可能漏掉一個單詞

或是一個數字，再加上長逐步的資訊十分冗長，若是沒有做好筆記，很

容易就把之前的細節遺漏，這可能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比較吃力。至於內



容難易度來說，取材都是非常一般性且寫實的講稿，難易適中。在語言方

面，譯者當然要有一定的中英文程度，但整體來說，考試內容中的用字遣

詞並不是非常的艱澀，困難點反而在於傳達的訊息相當複雜，考驗了譯

者是否能迅速的理解分析，再立即條理分明地用清楚漂亮的中文來表達。 

考完試後自己不斷懊惱哪裡翻得不夠漂亮，卻沒想到可以順利通過

測試！看到最後自己通過考試的消息真的非常高興，也算是為自己這一年

多來的口譯學習交出了一張成績單，在此要感謝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

所師長們的指導，也要感謝許多翻譯界的前輩們如此用心的在此次考試

中付出，希望未來「中英文翻譯能力考試」能夠越來越具公信力，進而提

升口譯員在社會上的地位。（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研究生）

三、筆譯類應試心得　文／林嘉倫

很幸運能參加臺灣第一屆中英文翻譯能力考試，而且還順利通過筆

譯類一般文件英文譯中文組及中文譯英文組兩組之考試，取得兩項證書。

我想幫助我通過翻譯能力考試的最大助力，絕對是翻譯研究所兩年

的訓練，翻譯所老師所要求的正確度和速度，都是身為譯者所必須擁有

的。平常譯者在從事翻譯工作時，除了要注意譯文內容正確無誤外，還

必須時時提醒自己要盡量縮短翻譯時間，因為時間成本是相當寶貴的，如

果花太多時間在處理某一句話，就會喪失翻譯更多文字的時間，因而降

低自己的翻譯產量。而且就考試而言，翻譯速度更是重要，因為考試必須

計時，不同於平常翻譯時的悠閒氣氛，所以如果譯者平常能夠多注意自己

的翻譯速度，遇到這種有時間壓力的翻譯場合，就比較不會緊張，也可

以在時限之內寫完。還記得在考試那天的中場休息時，聽到有其他考生

在談論時間不夠的問題。我想應該有許多人是因為寫不完當天的考試內

容而未通過考試。

雖然翻譯速度可以靠反覆練習在短時間內獲得進步，但是翻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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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文章的能力、以及作文能力，都是經年累月的努力所致，很難在短時

間培育出來。我大學讀的是外文系，這十幾年來跟英文的接觸從未間斷，

自己經常看英文書籍和報章雜誌，看久之後，閱讀的速度也會變快，而且

也能增進自己的英文作文能力。除此之外，譯者也必須具有相當良好的

中文理解力和作文能力，才能看懂中文原文及寫出良好的中文譯文。所

以譯者不能單單只加強自己的英文能力，以為憑恃自己的母語，就絕對萬

無一失。

儘管我已經有翻譯研究所的畢業證書，為什麼還要考取這張翻譯能

力證書呢？理由很簡單，只有翻譯界比較清楚臺灣翻譯所畢業生的翻譯

能力，以及各校的課程和訓練情況，就算已受過相當良好的翻譯訓練，並

通過翻譯研究所聯合舉辦的專業考試，但不懂這行的人終究不清楚翻譯

研究所的教育目標。因此如果能再多拿一張證書，特別是由國家頒發的

證書，就能夠另外再證明自己的翻譯能力。這一點對剛畢業的人來說尤

其重要，因為尚未有豐富的翻譯工作經驗，所以需要透過各種證書來證

明，而翻譯能力證書正是可以讓有志參與翻譯工作者證明自我能力的方

式。（本文作者為博仲法律事務所翻譯專員）

四、口譯類、筆譯類應試心得　文／李宇美

很榮幸成為教育部主辦的第一屆中英文翻譯能力考試中，唯一通過

所有考試科目的應試者。感謝國立編譯館邀請我就此次考試發表心得感

想，以下為考試情形說明。

（一）筆譯類一般文件英文譯中文

英譯中測試文章共有兩篇，對大多數人而言並不難，至少文字表達

上的問題比較少。內容都是新聞稿的性質，並沒有特別艱澀的單字或是

難懂的句意。如果看得懂紐約時報和經濟學人等一般英文平面媒體，對

此應該遊刃有餘。不過有一些較長的英文句子，該如何組織成完全不帶



洋味（或是不帶翻譯痕跡）的中文句子上，我倒是花了一些時間推敲。因

此我認為，或許需要一些中文寫作的功力才能得高分。 

時間掌控上也需要特別注意。每一篇文章的翻譯時間都是 60 分鐘。

以每篇文章不到 300 個字來說，本來 60 分鐘是很充裕的，但是由於平常

手寫的機會幾乎為零，所以突然要寫出工整可辨的中文字，可說是一大

考驗。加上平時翻譯都以電腦進行修改，考試卻是以紙本進行，又不能

使用鉛筆，所以主考單位很貼心地準備了草稿紙供考生使用。然而周圍

的考生都是考卷一翻開，就開始在正式答案紙上大寫特寫。後來交卷時，

就瞥見一份份立可白充斥的答案紙。假如要從草稿謄寫到正式答案紙上，

至少要預留十分鐘（依寫字的速度而定）。

話說現在連美國翻譯協會（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都還是

沿用紙筆測試，建議應試者未來還是該多練習手寫功力。

（二）筆譯類一般文件中文譯英文

考題中有一篇是有關臺灣農地買賣， 另一篇則和老年化社會有關。

臺灣農地那篇比較難，因為文字及內容很「本土」，一些臺灣特有文化的

描述，需要大篇幅的用英文來解釋，無法直譯。這對沒有實戰經驗的應

試者來說是比較困難的，尤其也要克服「臺灣特殊現象」如何在短時間

用英文適切表達的問題。

至於第二篇老年化社會就很「國際化」，英文媒體對這類題目的報導

也很多，所以要譯成漂亮的英文就相對容易些。

上面提到的擬草稿和抄寫問題在中譯英的考試同樣適用。在沒有「拼

字及文法檢查」的考場中，只能靠平時對於英文單字拼法多注意，因為

拼字錯誤好像也要扣分。

（三）口譯類逐步口譯組第一階段考試

在筆譯類考試的當天，也同時舉辦了口譯類的第一階段考試。內容

包括英文聽力和英文聽寫摘要兩項。

1. 英文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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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認為聽力是比較難的部分，難在考試的形式。同樣一段話

（100 字左右，以每分鐘 140 字的速度播出）共播放三遍（除了第二次是

以較慢的速度每分鐘 120 字播放）。考生必須寫出聽到的英文。

考前看了教育部的考試簡章，認為這部分應該是很單純的聽寫測驗。

結果考試時才發現每分鐘 140 個字的速度比我想像得快很多。因此進行到

第二題時我就採用在草稿上做筆記的方式，等播放完再慢慢將內容整理

到正式答案紙上。

這也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簡章中說明考試時間是 30 分鐘，結果才

剛要整理答案時，英文聽寫摘要的題目就開始播放，這使得現場考生都

很錯愕。雖然監考人員解釋，聽寫摘要的題目播放完之後，會有充分的時

間寫上一題的答案，但由於和簡章裡的說明不盡相同，造成了現場考生的

恐慌和抗議，希望在日後可以改進及避免。

所以這部分要檢測的除了應試者的英文聽力之外，還有應試者做筆

記的能力。

2. 英文聽寫摘要

這部分有 3 題簡答題和 1 題摘要書寫題，也是考聽力加上筆記能力。

內容不難，有對話也有演講內容。簡答題在考題播放之前就允許考生先

看題目，所以在做筆記時，只要記下和題目相關的部分即可。

摘要書寫題則是要寫出原文稿約五分之一字數的摘要，所以要把大

意全記下來。這是測試一些考生的英文作文和抓重點的能力。

（四）口譯類逐步口譯組第二階段考試

在接到第一階段通過的成績單後，今年一月底就參加了第二階段考

試，共有短逐步口譯和長逐步口譯兩科目。

1. 短逐步口譯

這部分有 2 題中譯英和 2 題英譯中。做不做筆記都行，因為都只有

短短一小段內容，就停下來讓應試者口譯。

考試時千萬不要分心。考試那天，坐我後面的就是一個大嗓門的人，



不時地會聽到他的口譯內容，令人十分困擾。唯有專心一致，才不會被

其他考生影響到。

2. 長逐步口譯

題型同上。每題再分成幾段播放，內容頗長，考驗著每個人做筆記

的功力。內容涵蓋很廣，有觀光旅遊、書展致詞，還有環保節能的宣導演

說等等。

我覺得這部分的題目出得滿好的，是很實際、平時也遇得上的口譯

範圍，算是能考出實力的題目。只是這個項目有時間限制，時間到了就播

放下一段的演說，因此在口譯時，必須要把握時間，要能說到重點，口齒

也要夠清晰，並且儘量在時間內完成。

關於要如何準備翻譯能力考試，我只能說沒什麼可準備的。考試的

內容五花八門，可以說是一場沒有範圍的考試。考試範圍並沒有牽扯到

任何專門或技術方面的內容，只要英文程度夠，筆譯和口譯的經驗也豐

富，就能很順利地通過考試。

正如許多人提到的，英文程度好不好與能不能做筆譯或口譯是不能

劃上等號的；但是英文聽說讀寫的能力，的確是從事口譯及筆譯的基本

條件。對我們身處的地球的萬事萬物都充滿好奇心和關懷，才能為專業

的口譯和筆譯生涯奠定良好的基礎。在此建議教育部可以參考美國翻譯

協會的作法，在政府網站登錄通過考試人員的基本連絡資料等相關配套

措施，翻譯從業人員才有參與考試的誘因。（本文作者為言鯖口筆譯工作室負

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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