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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80_E5_88_87_E7_c91_130350.htm 就在人事部刚刚公布即

将于4月份进行的2007年职称外语考试报名工作全部延期后，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完善职称外语考试研究课题组针对“完

善职称外语考试有关建议”昨天在人事部网站公布，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月7日至2月16日，具体信息可以登录

人事部网站。 “建议”主要试图缓解一直以来颇受争议的职

称外语考试“一刀切”现象，今后各地区各部门将可能“因

地制宜”来制定具体考试政策，对于那些有留学经历、从事

特殊行业如传统医药研究、考古人员，可能将摆脱职称外语

考试对职称评定的影响，而此前全国范围内只有年纪较大、

有特殊贡献的以及长期在贫困地区工作的人员享受优惠政策

。 职称外语改革现状 职称外语“一刀切”屡受质疑 近几年，

一到职称外语考试的时候，职称外语考试应否改革，就会成

为热点话题。人民网曾经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九成的人

认为应改革目前把外语考试当成专业人员必过的“关口”，

实行“一试否决制”的现状。 “特定行业、特定岗位外语考

试可以继续搞下去，但不能搞一刀切，要允许专业技术人员

根据实际情况自愿参加。”曾经“饱受”职称外语“折磨”

的网友王先生在职称外语论坛上发帖认为，为了外语耗费大

量的精力，没有更多时间去钻研业务，不值得。 大多数人认

为，要求具有各种职称的人?熏达到一定外语能力是应该的?

熏但是对于具体采取什么形式可以研究，要选择更好、更公

平、更公开的方式。 “职称外语考试不能普遍适用，考察应



该因人而异。”与此同时，有一种观点被很多人支持，认为

大部分人在工作中英语应用是很少的，可以在高技术领域内

适度进行，而目前的职称英语考试不但不能起到加强英语提

高的效果，相反会助长考试作弊的风气。 本市五类人可免考

职称外语 在本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中，有5类人员可以

免试外语，并且部分情况下，聘用单位还可自主决定对应聘

人员外语水平的要求。 具体5类人包括：取得外语（从事翻

译工作人员及外语教师第二外语）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

员申报中、高级职称评审；获得博士学位申报高级（含正高

级）职称评审；获得硕士学位申报中级职称评审；留学回国

人员首次参加职称评审；申报副高级职称评审时已取得职称

外语合格证书（含1977年底前参加工作人员外语成绩达到45

分）的人员申报正高级职称评审；参加《全国工商企业出国

培训备选人员外语考试》（简称ＢＦＴ），通过中（Ⅰ）级

者申报中级职称评审，通过高（Ａ）级者申报高级职称评审

。 两种情况单位可自主定要求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通知

》还规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外语成绩可以不按国家统一

分数线要求，只作为单位聘用条件或评审要素：凡是参加国

家人事部和北京市人事局组织的各类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职

（执）业资格考试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单位可根据岗

位需要自主决定对应聘人员的外语水平要求；凡是实行考评

结合的系列（专业）及体育教练员、工艺美术、广播电视艺

术、技校高级实习指导教师系列（专业），外语考试成绩可

不作为申报条件，其合格成绩或当年考试成绩作为职称评审

的要素之一。 职称外语改革内容 中医研究人员进入免试名单 

据了解，自1998年开始实行全国职称外语考试，中国人事科



学研究院完善职称外语考试研究课题组也注意到了社会上针

对考试发出的各种声音，为此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研究，初步

形成了完善职称外语考试的有关建议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首先体现在免考放宽，中医研究人员以及考古等人员进入

免考名单。 “建议”称：对那些从事具有中国特色、民族传

统的临床中医药、民族医药、古籍整理、历史时期考古、工

艺美术等专业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各系列评审初

级专业技术资格或聘任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

可不参加职称外语考试。另外还包括海归人员、长期野外工

作以及年龄较大的技术人员。 解读改革外语应用能力测试方

法 据了解，此前，只有对长期在贫困落后地区或县以下的中

小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在专业技术工作中成绩突

出，业务水平很高的中老年专业技术人员，在评审时可以放

宽条件的政策。 “职称外语要继续坚持严格要求，不断提高

专业技术人员的外语能力。”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完善职称

外语考试研究课题组认为掌握外语是必要的，但应该改革和

完善专业技术人员外语应用能力测试方法，提供更加科学、

客观、公正的外语能力评价服务。 各地区可“因地制宜”制

定政策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完善职称外语考试研究课题组建

议，国家出台职称外语考试的指导性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制定具体考试政策，并明确考试成绩

的使用办法及有效期，以适应本地区本部门专业技术人才队

伍建设需要。 解读四省份已取消职称外语考试 贵州省人事

厅2006年10月21日公布《关于改进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方式、

合理确定职称外语要求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从2007年起

取消中级职称必须考外语这一实行了20年的规定，包括新闻



在内的22个高级职称也同样取消外语考试。这也是2004年以

来山西、福建和江苏南京等地开始主动取消职称英语考试以

来，地方人事部门对职称英语取消幅度最大的一次。人们从

中不难嗅到职称考试改革的气息。 改革拟定的免考人群 具有

国家认定的留学经历 申报副高级职称时已参加职称外语考试

并达标 正式出版过外文专著或译著 从事具有民族传统的临床

中医药专业 从事古籍整理、历史时期考古、工艺美术等专业 

在本地区本行业做出重要贡献的 在乡镇以下基层单位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的 长期在野外从事农、林、采矿、勘探等艰苦行

业工作的 年龄较大并长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 职称外语大事

记 1986年起职称评定与一定的外语水平有了联系。 1990年相

应的外语水平作为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基本任职条件之一。

1991年人事部下发通知：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必须严格掌握

外语条件。 1999年实行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

考试。此后专业技术人员晋升相应专业技术职务，须取得相

应职称外语统一考试合格证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