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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体系纳入了翻译能力系列量表，是国内外语言能力量表开发史上的创新之举，因而

成为语言测试界和翻译教学界的研究关注点。本文从翻译能力研究视角分析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创新价值，重点

论述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如何为笔译能力等级量表提供新型研制框架，以及二者的互育互构关系。CSE 框架既是一

种约束与限制，同时也做翻译能力量表的支撑框架，CSE 对英语能力的系统描述，使翻译能力描述具有了坚实基础。之

后阐述了 CSE 笔译能力量表研制中运用的若干独特研究方法，最后展望了笔译能力量表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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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anslation Competence Scales in 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Feng Li

(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The accommodation of scal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ompetence into 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 CSE ) has
drawn great attention from stakeholders in the circles of language assessment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By analyzing the innovative
value of CSE in terms of scal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C)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CSE and TC，

and elaborates on the mutual nurturing and construc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SE serves as both supporting framework and
constraints for developing scales of TC． The paper also explains the uniqu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dopted in developing scales of
TC． In conclusion，a new horizon of applications of scales of TC is out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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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China’s Stand-

ards of English，以下简称 CSE) 已经做为国家语言

文字规范，于 2018 年 4 月由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共同发布。CSE 量表体系的设计实

现多项创新。其中，翻译能力量表( 包括笔译能

力等级量表和口译能力等级量表) 的研制“为翻

译教学和测试的开展提供支撑，促进学习者翻译

能力的培养，填补国内外语言能力量表尚未包含

翻译能力的空白，为国际语言教育界贡献了中国

智慧”( 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人答记者问 2018 年

4 月 25 日) 。CSE 口笔译量表的推出引起测试学

界和翻译学界的关注。在国际测试、评价领域，相

较听说读写能力量表的丰富成果而言，口笔译能

力量表比较少见，硕果仅存的几个量表也以单独

研制形式存在，如西班牙 PACTE 研发小组的系列

成果，并不涉及其他语言能力。欧洲语言共同参

考框架( CEFＲ) 的 2001 版本没有推出翻译能力

量表，2018 版本中推出中介( mediation) 能力系列

量表，其中包括口、笔译能力的总体描述量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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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将其进行分解描述并形成体系，也未能解读

口笔译能力描述与其他量表之间的关系。CSE 是

第一个将口笔译能力量表与听说读写能力量表并

列的英语能力量表体系，并且采用统一框架对口

笔译能力进行系统性分解描述，形成口笔译能力

各自深入全面的体系，做到填补国际空白。因而，

在国内学界也形成新的研究关注点。
CSE 项目组已经出版全面解读 CSE 量表研

究的著作( 刘建达 吴莎 2019) 。在笔译能力量表

的研发方面，白玲等( 2018) 阐释 CSE 框架下的笔

译能力构念，严明和吕晓轩( 2018) 界定了翻译专

业八级考试的构念和效度，冯莉和严明( 2018a)

则以笔译能力描述语开发为例阐释语言能力描述

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重点解构语言能力描

述的各项要素及其互动关系。但 CSE 与笔译能

力量表是否相互促进相互兼容; CSE 框架对笔译

能力量表开发有哪些作用与影响; CSE 框架下笔

译能力研究过程和方法运用是否具有信度和效

度? 本文致力于对笔译能力量表的系统性解释，

并回答上述问题。

2 CSE 框架下的笔译能力量表
CSE 首次实现覆盖全学段、全专业的英语能

力一条龙系统性描述，相当于确定了知识图谱。
CSE 所描述的“能做”任务是真实的。所有任务

来自于真实世界的生活与职场领域的常见活动，

是众多专家、一线教师与广大学习者或业内人士

的经验集成而来，是视域整合的真实话语。CSE
框架最大的变革是在语言观及语言能力观革新的

基础上，带来新的语言教学、学习与测评观。
CSE 体系纳入翻译能力等级量表是国家语言

战略的一项宏观规划，是为国家培养语言人才的

一项举措，是实现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的一种战略。
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市场在迅速发展中，翻译活

动日益丰富，类型多变，要求多样。翻译标准与测

评的研究现状远非理想。首先，翻译及翻译能力

概念范畴尚未论证完善并被普遍接受，其边界不

够清晰。业外人士经常误认为翻译能力等于英语

能力，导致“会英语就会翻译”的错误印象。翻译

课程体系和教学目标体系都缺乏稳定性。广大师

生都需要一套教学与学习目标参考框架。其二，

翻译以听说读写能力为基础，没有基础能力的训

练，也谈不上翻译能力培养。尚未发现有系统考

察翻译与其他能力训练如何对接和互相参照并得

出量化结果的一致结论。教学实践中发现，中国

学生因英语读写能力不足，导致其翻译质量漏洞

百出，很多问题还没有提升到翻译层次上。另一

方面，以往翻译教学多重视对译文结果的分析，对

翻译过程和策略有所忽略，让人感觉翻译学习无

从下手。其三，翻译理论流派众多，观点各异，存

在多元化翻译观、翻译能力观和翻译教学观。随

着机器翻译技术和人工智能开发介入翻译实践，

翻译现象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影响翻译质量和翻

译能力表现的变量及其互动关系也非常复杂，导

致翻译能力的评价很难标准化。
CSE 量表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构念建立

到研究方法设计及研究过程实施，体现出系统工

程的动态思维和逻辑。CSE 的 86 张量表也形成

一个内部结构化、外部体系化的复杂系统。量表

成果在教学、测试与学习等领域的应用，又将是一

个整体与局部、内外上下联动的系统工程。翻译

能力量表处于这个系统中，既要遵循系统整体的

设计要求，受其框架约束，同时也自动获得框架支

撑，其参数经历被筛选、被调适的显性过程，使翻

译能力的复杂变量得到控制，看似简化的规约却

使翻译能力量表研究得到一次创新机遇。
另一方面，CSE 量表将翻译能力作为一项独

立的能力详细描述，纳入与听说读写并列的量表

体系之中，正式承认翻译及翻译能力的独立概念，

明示其主体地位，是 CSE 量表理论体系方面的创

新。此举向外界打开展示翻译复杂性的一扇窗，

有利于纠正各界对于翻译能力的误解，形成客观

而合理的翻译观和翻译能力观。
研究翻译能力的文献虽然几乎都将( 双) 语

言能力做为核心要素，但都没有更深入分析和描

述语言能力自身的体系，这是一个巨大缺憾。语

言能力十分复杂，并非想当然已有共识。缺少对

语言能力体系边界、内部参数及要素关系的界定，

致使翻译能力的界定也常常倍受困扰。CSE 将听

说读写组构语用等能力分项进行详细解读和充分

细致的描写，给翻译能力构念体系的建立奠定坚

实基础，使翻译能力描述具有充分依据和无可辩

驳的说服力，翻译能力各项要素的关系得以稳定，

翻译能力描述得以具体、深入、客观和有可操作

性。因此，对于翻译能力量表开发来讲，CSE 体系

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有形的支撑框架，成为可

以支撑翻译能力描述的逻辑性与翻译能力描述量

表化可操作性的有力保障。CSE 的体系与翻译能

力量表因而形成互构互育关系，相辅相成，共同创

新。翻译能力的描述既是 CSE 的一项创新，也是

受益于 CSE 体系的一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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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笔译能力量表开发的关键方法
3． 1 描述语库建设的方法

本项目自 2014 年筹备起，已经进行 5 年。5
年来笔译量表的研究过程大体分为 3 个阶段:

( 1) 理论研究阶段，即文献回顾阶段与能力构念

阶段; ( 2) 量表参数设计和描述语收集阶段; ( 3 )

描述语分类分级验证阶段。除了项目组设计的统

一量化研究方法与操作之外，笔译量表组还设计

完成面向翻译能力的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
在理论研究和能力构念阶段主要采用基于文

献的文本细读法。本项目组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做

了大量检索工作，检索范围主要包括: ( 1 ) 国内外

翻译与翻译能力研究相关学术成果; ( 2 ) 国内外

翻译教学与测试方面的实践性文件，如国际上已

有的翻译能力量表、国内外各类翻译课程与翻译

专业教学大纲、翻译证书考试大纲、英汉汉英翻译

教材等; ( 3) 国内外翻译职业领域的相关政策、文
件，如翻译行业知识、翻译任务要求、译员素质要

求、翻译职业规范等。文本细读创新之处在于将

上述方法运用于文献分析，同时将文献作为用于

建设提取描述语元素的文本语料库。
在描述语收集阶段，创新性地采用基于语料

库的关键概念检索共现句方法。在已经全面、系
统地检索与梳理文献基础上，将所收集的文献资

料转化为可用软件分析的语料，建立“翻译能力

描述语来源语料库”，规模为一千万词( 字) 。检

索 16 个关键词，包括“翻译的定义 /概念、翻译能

力定义 /概念 /分类、翻译评价标准、翻译原则、译

文质量评估、翻译过程、翻译行为、翻译问题 /错
误、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翻译规范、翻译测试”
等，对检索到的语句进行语境共现分析，并从中采

集翻译能力描述语原始要素，如翻译活动的性质、
任务、过程、行为、任务情境、双语认知能力、文本

类型、元认知策略、译者心理生理主观因素等，成

功提取翻译过程的关键性认知动词，为确定描述

语参数提供重要依据，为进一步提炼和编制翻译

能力描述语奠定重要基础。
无论是前期的量表设计、描述语采集，还是中

期的描述语分级分类验证，都多次采用自下而上

的话语社群调查法。第一类面向教师群体。在量

表分类、描述语收集、修订与分类分级验证工作

中，采用研讨会和工作坊形式的多轮多层次焦点

团队访谈法，请教师参与半结构化访谈、结构化访

谈、基于学生试卷评测的讨论、描述语的判断评价

分析等话语活动。第二类面向学生群体。包括团

队成员所在的各高校大学英语学生、翻译课程或

专业本科与硕士层次的学生。第三类面向专家群

体。主要分为 4 类: 测试理论专家、翻译理论研究

专家、翻译职业领域专家与各学科领域了解翻译

活动的专家。他们分别参与不同目的与内容的调

查以及咨询、验证等活动。上述 3 个群体的调查

或验证结果形成有效互补，基本能够互相印证，使

描述语能够进一步反映翻译的现实。
3． 2 笔译能力描述语的修订和量表化过程

建立量表的基础在于保障描述语质量( 冯莉

严明 2018a: 3 ) 。CSE 框架下的描述语开发运用

的定量研究方法由项目总组统一操作，其过程已

经由刘 建 达 等 的 著 作 详 细 介 绍 ( 刘 建 达 吴 莎

2019) 。以下主要介绍 CSE 框架下笔译能力描述

语修订与生成的特定认知基础与研究方法。
首先，充分理解“能做”的内涵。能做事的

“做”，都具有外显性的、可观测性的特征( 朱正才

2015) ，在笔译情境中，显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书面

文字产品上。从原文到译文所呈现的翻译行为、
翻译活动及其发生条件、环境、涉及的策略和过

程、结果和作用等语言交际活动各个维度的特征，

都是外显性的、可以观测的。其二，以“能做”来

描述任务，是以学习结果( 或称产出) 为导向的。
一切翻译质量评价都要以对译文的观察、分析和

评价来实现，所以，翻译能力的描述语重点是描述

何种原文实现何种译文，其中涉及在何种任务情

境中或外部条件下、经历何种过程，运用何种策

略。重要的是，CSE 框架下的阅读与写作能力量

表分别提供输入文本与输出文本的部分特征描

写，成为笔译“外显”特征的有益横向参照，或提

供有益启发，这是 CSE 框架的一种优势，相应地

带来“读写译能力”3 者关系的考量问题。
其次，“能做”描述语经过量表化后出现在特

定级别特定维度的格子里，必须满足量表系统结

构网络的定位要求: 每个分量表代表一个维度，每

个量表内部按分级设置若干格子，每个格子处于

网络上的一个点，它与其他维度、其他级别共同构

成一个复杂网络，这就意味着每种能力既能做独

立的离散解读，同时又可以置身一个体系里与其

他能力发生连动解读 。例如，笔译典型特征的描

述语只描述译文特征，而笔译过程描述语则分布

在策略量表和总评与自评描述语中。每一个量表

的描述语既要内部形成等距关系，在维度上与其

他量表构成共同的能力整体，同时还要与其他能

力相关描述相匹配。笔译能力因而能够与口译能

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语法与语用能力同在一

个系统里被完整描述，其信度与效度更有保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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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度更高，更要经得起验证。
其三，从原始描述语到最后进入量表化阶段

的描述语，中间经历很多环节。笔译量表组首先

分析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语言能力量表( 如 CEFＲ
英语版和汉语版) 和翻译能力量表的英文描述

语，进行英汉语言结构对比、主题分析和常用搭配

对比分析，形成量表结构的细致框架; 然后参照

CSE 总体结构规范形成笔译能力描述的结构规范

和范例，便于参照进行描述语的修订和编写。对

来自文献、语料库、社群调查中的各种原始描述

语，运用句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情境分析

等各种方法，以频率、适切性和相关性为重要指

标，提取出关键概念、关键术语、关键词、关键活

动、关键事件、关键特征的描述性词语、小句和整

句等各项可用来加工描述语的初始语言单位; 在

此基础上，以描述语结构规范为语义与句法结构

框架，经过重组、调整、编写、重写、删改等操作过

程加工描述语，最终使描述语形式与内容都达到

进入量表的标准，参与完成量表化阶段。上述加

工和修订描述语过程经历各类群体多层次多视角

多维度讨论不下上百次。

4 结束语
CSE 的方法论带来更多具有反思性的理论研

究课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应用性研究课题，直接指

向客观现实。笔译能力量表也如此。从入学分级

考试开始的各类测试，大到课程结业考试，小到课

堂小测，笔译能力量表可以帮助提升教师的翻译能

力测评素养、转变测试理念、为编写笔译能力测试

大纲、评估翻译教学和测试( 包括评估翻译试卷)、评
估试题设计、生成能解读分数的质性报告等提供参

考框架，同时还能积极反馈教学。根据已有的质性

调查结果，教师对于 CSE 量表的态度会在了解量表、
解读量表之后发生较大变化，能够主动去反思，能够

意识到量表的广泛应用，以及在解决自身难题方面

的多种功能( 冯莉 严明 2018b: 55)。我们相信，在对

量表有了充分认知之后，广大师生将普遍接受量表，

量表将有更广泛、多层面的运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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