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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9_AB_98_E7_c95_130780.htm 从今年开始，上海市

高级口译考试将与同声传译脱钩。记者昨日从上海市口译考

试办公室获悉，一直将同声传译列入能力目标的上海市英语

高级口译考试于近日启用了新的2006版“高口”考试大纲，

明确将证书持有人才定位成“翻译人才”，而原本在旧考纲

中所提及的同声传译能力目标则被删除。 改动原因：“高口

”离“同传”有相当差距 市场行情：拿掉“同传”对市场影

响不大 据了解，目前上海拿到高级口译证书者已有7800余人

，而同声传译的职业人才却只有20余人，至于国际上流行的

在经贸、科技、政法等各个领域学有所长的专业型同声传译

人才仍是一片空白。因此，同声传译近几年已被政府部门列

为“二十一世纪第一大紧缺人才”。一份来自上海市劳动保

障局的统计显示，同声传译招聘岗位多为小时工，尽管报酬

丰厚(每小时工资价位在1500-3000元之间)，但能胜任的人仍

然少之又少：从2005年9月到2006年9月，本市各类用人单位共

招聘同声传译人员240人次，先后有3000多人次应聘，最终仅

有10余人成功上岗。 由于“高口”证书持有者原本就不具备

同声传译的资质，因此多数业内人士表示，此次“高口”拿

掉“同传”，对人才市场的影响并不大。“只要是请过同声

传译的用人单位几乎都知道，光有‘高口’证书是远远不够

的”，上外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柴明表示，一般经常需要同声

传译的单位都会有定点的人才联络单位，或者通过“圈内人

”介绍。 专家观点：对“高口”重新定位是好事 记者从市劳



动保障局获悉，目前国内没有同声传译的国家性资格认证标

准，也还没有一个固定机构负责同声传译相关事宜。因此有

些企业在找此类人才的时候，往往会找与之“搭边”的证书

，如今“高口”不再把“同传”列入其证书的能力范围内，

有些企业也提出了疑问。“毕竟同声传译是一个很厉害的技

能，以前‘高口’证书中含有这么一块‘金子’，我会对持

证应聘者眼前一亮”，上海某外贸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后“

高口”证书持有者对他们公司的“吸引力”，肯定会打折扣

，“说白了，就是这块牌子贬值了。” “我的口语很好，应

聘时只要一开口就行，并不需要什么证书来证明。 但还是准

备明年报考‘高口’，就是冲着可以考出‘同传’能力的，

毕竟这类人才更有含金量。”在某外资公司任职的丁先生告

诉记者，得知“高口”大纲改变后，自己决定放弃报考。不

过大部分考生仍表示，“高口”考试的这一变动，并不会影

响他们的报考。 殷勤还表示，此次改动大纲只是将不切合考

试的一些过高能力删除掉，对考试的含金量本身并不会有大

影响，“毕竟‘同传’翻译人才的市场需求数量并不大，更

多企业还是看中‘高口’证书的真实水平”。而上外高级翻

译学院院长柴明也表示，“高口”重新定位是好事，“现在

有些企业对于‘同传’和‘高口’的概念是混淆的，主考机

构主动将两者区分开来，有利于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和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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