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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英語不再是一個優勢，而是已成為一項基本技能。EF EPI在現行的語言測試中脫穎而出，原因有三：
一、測試著重於溝通能力；二、使用標準、獨一無二的統計數據；三、測試連接互聯網。決策者、教育者及
研究者首次可使用測量工具，從四十二個國家及逾二百萬個學習者的比較資料中，為語言教學的方向作出決
策。在未來的日子裡，EPI可能成為國際英語水平的評估基準。” 

Dr. Napoleon Katsos 
劍橋大學英語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簡介

未來十年，將有20億
人學習英語。

EF EPI根據世界各
地逾二百萬成年人的
英語測試成績分析而
來。

前所未有的英語學習熱潮

每年，愈來愈多操不同語言的人學習英語。世界上大
部分國家的公立教育系統均從學前或小學時期開始進
行英語教育，並強制在中學階段教授英語，及以英語
教授其他科目，例如數學或科學。愈來愈多大學將英
語能力納入入學或畢業要求之一，而美國及英國不少
頂級學府中的學位課程更必須以全英語教授。根據統
計，新一代除了透過公立教育制度學習英語外，每年
共花費逾500億於私營英語學習機構上。確實地說，
在未來十年裡，預計約有20億人會陸續加入學習英
語的行列。

成功的基準

儘管投入大量時間及金錢推行英語教育，這項投資是
否成功仍然難以量度。在英語教學團體中，既沒有一
致及最佳的英語能力評估方法，也沒有共同擁有一個
學習英語的明確終極目標。雖然大部分英語老師及學
生均認同溝通是學習英語的首要目的，但就如何為各
項英語能力下定義，大家仍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找
出最適用的評估能力方法。

成人英語水平評估標準化

有見及此，EF英語能力指標(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簡稱EPI)在不同國家多年的測試中，建立
了一套標準的成人英語水平評估基準。這是同類型
指標中的第一套，以供不同國家測試工作人口的平
均英語能力。這套指標建基於一份獨一無二的測試
資料，結集了過去三年多，二百萬個成年人參與免
費網上英語測試的結果而來。由於這些參與者身份
各異，而測試的門檻亦十分低，無論是毫無準備的
人，或有備而來的人，例如欲留學海外的人均是其
中應試的一份子，故這個水平測試的結果比其他更
具代表性。雖然這個指標未必與個別國家的學術及
經濟能力直接掛鉤，但EPI的確為市民及政府提供
了一個獨特的英語能力標準，與鄰近國家或區域的
語言政策成效作出比較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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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國家 EF EPI成績 級別

1 n  挪威 69.09 卓越水平

2 n  荷蘭 67.93 卓越水平

3 n  丹麥 66.58 卓越水平

4 n  瑞典 66.26 卓越水平

5 n  芬蘭 61.25 卓越水平

6 n  奧地利 58.58 高級水平

7 n  比利時 57.23 高級水平

8 n  德國 56.64 高級水平

9 n  馬來西亞亚 55.54 高級水平

10 n  波蘭 54.62 中級水平

11 n  瑞士 54.60 中級水平

12 n  香港 54.44 中級水平

13 n  南韓 54.19 中級水平

14 n  日本 54.17 中級水平

15 n  葡萄牙 53.62 中級水平

16 n  阿根廷 53.49 中級水平

17 n  法國 53.16 中級水平

18 n  墨西哥 51.48 中級水平

19 n  捷克共和國 51.31 中級水平

20 n  匈牙利 50.80 中級水平

21 n  斯洛伐克 50.64 中級水平

22 n  哥斯達黎加 49.15 低級水平

卓越水平

高級水平

中級水平

低級水平

劣級水平

名次 國家 EF EPI成績 級別

23 n  意大利 49.05 低級水平

24 n  西班牙 49.01 低級水平

25 n  台灣 48.93 低級水平

26 n  沙地阿拉伯 48.05 低級水平

27 n  危地馬拉 47.80 低級水平

28 n  薩爾瓦多 47.65 低級水平

29 n  中國 47.62 低級水平

30 n  印度 47.35 低級水平

31 n  巴西 47.27 低級水平

32 n  俄羅斯 45.79 低級水平

33 n  多明尼加 44.91 劣級水平

34 n  印尼亚 44.78 劣級水平

35 n  秘魯 44.71 劣級水平

36 n  智利 44.63 劣級水平

37 n  厄瓜多爾 44.54 劣級水平

38 n  委內瑞拉 44.43 劣級水平

39 n  越南 44.32 劣級水平

40 n  巴拿馬 43.62 劣級水平

41 n  哥倫比亞 42.77 劣級水平

42 n  泰國 39.41 劣級水平

43 n  土耳其 37.66 劣級水平

44 n  哈薩克斯坦 31.74 劣級水平

EF英語能力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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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與英語能力的關係

有些國家的出口業務在國家整體經濟中並沒佔太大地位，例如法國、西班牙和俄羅斯，而他們的國民的英語
能力因此較為遜色。較弱的經濟優勢減低了國家發展英語學習的動機，因而未能緊貼全球經濟發展的步伐。

* CIA World Factbook 2010.

本圖的互動版本，可瀏覽以下網址：www.ef.com.hk/epi/ef-epi-ranking/exports-per-cap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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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重要性

從歷史觀點來說，能操第二門語言，或準確點說，能
操第二門較高價值的語言，通常是社會經濟精英的標
誌。在英國及美國戰後經濟起飛的帶動下，英語的影
響力愈來愈深遠，並取代法語成為許多國家上層階級
的標誌性語言。但是，在過去二十年，全球化、城市
化及互聯網的出現，使英語的角色出現戲劇性的轉
變。今時今日，懂得英語未必代表你擁有經濟優勢，
也不再是精英的標誌，它已漸漸成為所有工作人口需
擁有的一門基本知識。同樣地，英語的讀寫能力已從
過往兩世紀精英人群的必備條件，變為普通市民也要
擁有的基本條件。

全球化推動英語學習

2007年，一份以逾一萬個非英語為母語人士作對象
的調查顯示，49%的僱員每天都在工作中使用英語，
只有9%的僱員表示完全沒有使用英語。英語不止成
為國際商業機構的官方語言，事實上亦成為來自不同
語系國家的人的共同語言。就算來自同一個國家不同
地區或民族的人會面時，英語也是普遍的溝通語言。
儘管這約定俗成的情況惹來不少爭議，世界各地的政
府仍認定英語能力是市民在全球經濟發展下必須擁有
的語言工具。

在不少國際商業機構
中，逾半員工每日均
會在工作中使用英
語。

在不斷擴展的商業外
拓計劃中，需要大量
能操英語的人才。

今日英語

英語是吸引外資的重點

除了計算成本問題，美國及英國許多公司拓展外地市
場時，當地人口的教育程度及英語能力往往是考慮因
素之一。發展中的國家也意識到要與這龐大的商機接
軌，發展服務經濟，培養大量富經驗、能以英語與外
商溝通的人才是最可靠的辦法。在強大的服務經濟體
系裡，絕對需要一班中流砥柱的強化拓展，使國家經
濟得到增長。因此，發展中國家於學前或小學時期將
英語併入課程是意料中事，除了將英語當成一門外語
來教授，甚至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教授其他科目，並
納入國家標準測試中。

每人每年
出口收入* 
($)

EF EPI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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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佳的英語水平 = 較高的收入

英語水平與人均國民總收入處於良性循環關係，改善英語水平有助提升薪金，由此政府及個人便能投資 
更多於英語訓練。在中等熟練程度(EPI得分50至55分)，英語技能與收入並沒太大連繫，意即其他因素
更為影響這個國家的收入。

* 世界銀行, Robert Barro & Jong-Wha Lee, 2000.

本圖的互動版本，可瀏覽以下網址www.ef.com.hk/epi/ef-epi-ranking/gross-national-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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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推動創新科技

科學家和工程師進行國際合作研究的核心是促進國與
國之間的技術交流。美國研究員每年發表的研究報告
最多，而英國僅次於中國，位居第三。不過，英語水
平較低的國家，發表的國際研究合作報告產量相對較
少。2009年，中國於國際上發表的科學論文只佔其
總數的15%，而英國佔45%，德國則佔48%。對於普
遍專業人員英語水平不足的國家來說，因沒法子閱讀
其他國家發表的研究報告而未能促進國際創新科技，
是一項嚴峻的挑戰。

英語水平與國民總收
入關係密切

個人薪金與英語的關係

英語在某些專門行業如外交及翻譯上，是一項必要的
技能，然而在今時今日的經濟體系下，英語能力已成
為各行各業一項隱性的優勢。來自世界各地的僱主指
出，在一群質素相若的面試者中，英語能力高於平均
水平的人，薪金可高30%至50%。從更大範圍來看，
人均收入較高的國家，英語水平也較高。英語技能及
收入水平處於一個良性循環，水平較高的人，收入也
較高，由此可投入更多資金予英語訓練。

英語學習概覽

人均國民
總收入($)* 
($)

EF EPI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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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語為母語人士學習英語有上升趨勢

由於愈來愈多人學習英語，英語教學理論也順理成
章，在過去二十年發展得非常急速。對語言學家及專
業的英語教師來說，能够成功溝通是學習英語的最終
目的，而非偏執於文法的正確性，或如母語一樣的發
音標準。全球四分三人口均為是非英語為母語人士，
但當中具有一定英語能力的人已明顯地愈來愈多，而
區域亦不止限於英語的歷史發源地英國及美國。今時
今日，許多非英語為母語人士以英語溝通時，能接受
非正式的語法或發音，認為能清楚溝通便可以。有趣
的是，許多非英語為母語人士均表示，與同是非英語
為母語人士以英語溝通，比與英語為母語人士溝通容
易得多！英語為母語人士與人對話時，較缺乏耐性去
揣摩錯誤的語句、不同發音及不符合語法的句子，他
們在面對這些語言障礙時較為缺乏溝通技巧。

英語學習的重點在於溝通和應用

如上文所言，研究指出形形式式的英語教學，都必須
慢慢地將教學策略轉型為以達到成功溝通為主，評估
學生表現的方法亦與此息息相關。這個概念需在全世
界各地的學校和語言測試中心推廣經年，才能看到轉
變，但學生在這種以溝通為目標的課程訓練下，較死
記硬背語法規則的學習法，更能夠配合將來的工作環
境。一些英語為母語人士在多語的工作環境下，亦能
因此受惠，訓練出仔細聆聽及重組句子的能力，學習
到如何與非英語為母語人士暢所欲言。

迷思與真相──年齡與英語學習的關係

儘管在世界各地學習英語的人的年齡愈趨年輕，現時
並沒任何一項科學報告證明何時為學習第二語言的關
鍵期，即是說並沒有分界點存在，說在哪個年齡學習
另一門語言是不可能的事。語言學習能力從青少年的
學習高峰時期平穩滑落，但許多成年人學習語言時仍
有十分出色的表現。不過，年輕時開始學習的話，接
觸的時間當然比較長。然而，報告指出年長的兒童
(八至十二歲)學語言時普遍較有成效，若干年後仍能
保持這項優勢。在語音、圖象識別、語言好奇心及
可玩性和後設語言覺識的發展中，均指出較早接觸
外語的種種好處，但在EF EPI的測試中則沒這些方面
的評估。

撇開開始學習語言的年齡不說，學術機構普遍一致認
為就算小孩子在長期全英語環境下，需花四至七年時
間，英語水平才得及得上身邊的朋友，要操一口流利
的口語亦需三至五年。大部分學生只在半完全英語環
境下學習，這樣便需更長的時間了。人們一般都意識
到要習得流利的外語是長期的目標，因此為學生設立
確切的里程碑，並將之交給學習機構。

英語學習

四份之三說英語的人
乃非英語母語人士。

就算在全英語的環境
中成長，小孩子也需
要四至七年的時間，
才能擁有母語級別的
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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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的互動版本，可瀏覽以下網址：www.ef.com.hk/epi/ef-epi-ranking/native-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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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概覽

見證英語教育改革成果需時

英語已日漸成為世界上不同學校的主要科目之一，就
如數學和科學一樣。過往的教育政策就開始學習語言
的年齡作出改革，意味著部分八歲和十五歲的學生在
同一時間開始學習英語，而這些政策的改變對成年人
影響不大。在我們的測試者中，語言學習政策的改革
對在1980年至2001接受公立教育的人的影響最大。
現時的政府推行改革時需要耐心及付出，調整市民的
語言能力差距，假以時日便能見到成年人口的英語能
力有顯著的改善。

英語與國家語言地位相若

在許多國家，對於學生是否必須學習英語仍存有爭
議，有些是因為可以選擇其他國際語言，而有些則因
為預見英語在全球擴張的優勢，兩者皆有各自的隱
憂。多語系國家通常能在保持國民身份的同時，學得
較高級別的英語能力，例如芬蘭和馬來西亞，故現時
已很難說美國及英國才是推動英語的頭兩把交椅。過
去十年，反美國主義較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更盛。然
而，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全球經濟需要共同的語言，英
語恰恰能擔起此重任。

學生及成年人接受私人英語教育的趨勢

私人英語教學市場龐大，無論是網上或教學中心課
程，不同年齡和預算的組合多得令人眼花撩亂。過往

公立和私營教育

對語言教學政策感到不滿的父母，現在都會為他們的
子女尋求更好的語言課程。部分成年人過往接受教育
時，英語一科並不受重視，現時他們紛紛報讀網上或
夜校課程，提高競爭力。另外，許多想在高中畢業考
試或大學入學試取得好成績的學生先到海外進修。部
分商業機構為了提高生產力，提供職業訓練，改善內
部溝通。除了各式各樣的正規語言課程，成千上萬的
網站也開辦欠缺規劃的英語學習課程，提供網上學習
課程、學習秘訣、影片和電郵等收費服務。

英語訓練課程需標準化

今時今日，學生面對不斷增加的學習方法，從最基本
的黑板教學，到度身訂造、目標為本、多元平台的24
小時課程也有需求。一直以來，大部分學生均在公立
學校和大學接受正式教育，並依賴這個教育制度制定
適當的學習要求、課程規劃和教學方法，及以此評估
學生的畢業成績；而在私人英語學習方面，學生面臨
不完整市場裡的眾多選擇，當中許多課程也缺乏獨立
練習的機會，使人在一些無法證明成效、低質素或不
適合個別學生的英語學習方法上浪費時間及金錢。許
多學生在一開始時，便得面對這些令人花多眼亂的選
擇，花費大量時間卻看不到任何進步，容易因而感到
灰心。這一切，完全因為我們缺乏一個以人為本及公
正的指引。

許多英語測試都未能
評價學生的真正能
力：溝通能力。

操另一門國際語言的人英語能力較弱

與世界其他較大群體共享一門語言的國家，英語能力較弱。毋庸置疑，這是因為國際語言如西班牙語取代了
英語，成為這些人商業、旅遊及外交的語言。

* Lewis, M. Paul, 2009.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ixteenth edition.

本地語言
人數*
(百萬)

EF EPI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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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的互動版本，可瀏覽以下網址：www.ef.com.hk/epi/ef-epi-ranking/number-of-years-of-schooling/

英語學習概覽

五百億的私人英語教
育市場過度分散。

現時的英語能力測試仍著重於過時的能力定義

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簡稱
CEFR)是一項廣泛用來評量不同語言學生語言級別
的制度。自十年前面世之後，此標準便廣為公立及
私人語言學習機構採納，以此設定課程級別。然
而，CEFR只是語言教育邁向標準化的第一步，它需
輔以更精細的分級制度及評估工具，並以溝通作為英
語教育的初始目標。現時大部分英語水平測試仍過份
著重過往的能力指標，跟不上現今英語在世界所擔當
的國際溝通工具的急速發展步伐。

可比較及相關的環球標準

有見及此，EF EPI應運而生，為不同國家提供一個比
較英語水平的方向。從來自四十四個國家逾二百萬人
的四個測試資料中，EF EPI對於全球成年人英語能力
狀況有獨一無二的見解。

平均學校教育年數與英語能力的正面關係

在不同政治、經濟及文化本體，令人難以置信的多樣化教育系統中，平均學校教育年數跟英語能力有重要的
關係。希望著力提高英語水平，從而獲取更多利益的國家，必須讓兒童接受更長時期的教育。

* UNESCO 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04.

平均學校
教育年數*

EF EPI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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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清晰的多語
系文化使它擁有最高
水平的英語能力。

歐洲
EF EPI排名

這四十四個國家和區
域代表了今年環球英
語能力的範圍。將國
家與他們的鄰國、貿
易夥伴及最親密的盟
國進行比較，得出一
個有關國家選擇和教
育制度非常有趣的發
現。

歐洲國家英語能力卓越

歐洲的英語能力明顯超卓，全世界英語水平最高的國
家幾乎都集中於此。歐盟為人民定立了明確的多語系
主義。肯定多語系主義文化，對推行公立教育課程、
文化合作及歐盟政策無疑是一股強勁的力量。今天，
歐洲超過90%學生離開學校前均接受過強制性的英語
教育。除此之外，歐洲許多跨國機構和工廠均以英語
為工作語言。

即使較遲開始學習英語的學生亦能達到高水平

不少歐洲國家要求兒童從小開始學英語，但因為學習
時數太少，他們的語言優勢並不明顯。雖然很多研究
提出從小開始接觸一門外語的好處，但因為歐洲國家
學制中外語課程編排時數偏低，從小學習並不能為他
們的學童在學習英語方面帶來優勢，例如：1984至
2000年間，荷蘭及丹麥的兒童由10至12歲開始學英
語，而西班牙及意大利兒童則從8至11歲開始學習，
雖然後者的兩國兒童較早開始學英語，但他們的英語
水平卻是歐盟國家中最低的。這對制定教育政策的
官員是相當重要的發現：單單將開始學習英語的年
齡降低並不能改善水平，導師的質素、教學方法及
教材和學習時數等，才是學生能否掌握語文技巧的重
要因素。

學習英語與學習其他國家語言並沒衝突

就芬蘭、比利時和瑞士的情況可見，學習其他國家語
言並不會抑制英語水平發展，這令一些操地域方言的
人們感到安心，因為他們並不需與英語教學競爭課程
空間。當英語被清楚界定為國際語言時，它與區域語
言、第二國民語言及移民人士的母語分別飾演了不同
的角色，並使人們建立個人身份。當英語的重要性超
越國家語言時，爭議便出現了。瑞士部分以德語為主
的州開始以英語取替法語教導年幼的學生時，此舉便
惹來爭議。然而，根據我們的資料，英語與本地語言
並沒有任何衝突。

將英語視為第一外語有助提高水平

事實上，將英語視為第一外語與高水平有重要的關
連。在1982至2000年間，只有瑞典、丹麥、荷蘭、
挪威和德國視英語為第一外語，要求全部學生學習。
其他國家要不要求學生學習其他語言，要不就願意讓
學生作出選擇。

至於在這組別中，德國的英語水平為何相對地低，
這裡可提出兩個原因。首先，在1989年前，英語只
是西德的必學第一外語，而部分參與測試的學生來自
東德，他們在兩德合併之前並不一定要學習英語。第
二，德國只需學習數年的英語(大約五六年，而其他

名次 國家 成績 級別
1 n  挪威 69.09 卓越水平
2 n  荷蘭 67.93 卓越水平
3 n  丹麥 66.58 卓越水平
4 n  瑞典 66.26 卓越水平
5 n  芬蘭 61.25 卓越水平
6 n  奧地利 58.58 高級水平
7 n  比利時 57.23 高級水平
8 n  德國 56.64 高級水平
10 n  波蘭 54.62 中級水平
11 n  瑞士 54.60 中級水平
15 n  葡萄牙 53.62 中級水平
17 n  法國 53.16 中級水平
19 n  捷克共和國 51.31 中級水平
20 n  匈牙利 50.80 中級水平
21 n  斯洛伐克 50.64 中級水平
23 n  意大利 49.05 低級水平
24 n  西班牙 49.01 低級水平
32 n  俄羅斯 45.79 低級水平
43 n  土耳其 37.66 劣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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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較高的國家一般需學習七至十年)。雖然我們發
現學習英語的年數與英語水平沒有必定的關連，但邏
輯上仍存在著一定的關係：將英語視為第一外語的地
方，學習年數對整體水平仍有影響。

低水平的情況

缺乏教育改革及資金

大家從西班牙相對較低的水平測試分數來看，便比較
容易明白過去三十年教育改革的影響。八十年代中，
西班牙在人均教育費用上排名第四十五，遠遠落後於
西歐國家。至1990及2000年間，西班牙推行了根本
性的教育改革，使今天的西班牙兒童的英語水平可媲
美鄰近國家。西班牙在教育改革前走了許多年的冤枉
路，情況全反映在成年人的身上。

在俄羅斯的測試人口中，他們年代的公立學校基建設
施十分落後。在八十年代後期，據30%的學生說，當
時的學校並沒有水。由於基建設施的毀壞，大量學校
相繼倒閉。直至九十年代中，每兩個學生中，就有一
個入讀提供輪流住宿的學校。2005年，公共教育開
支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6%，明顯較任何一個歐盟
國家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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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多種語言共同存在
時，英語儼如語言橋
樑，全民皆用。

亞洲
EF EPI排名

亞洲的英語能力仍有進步的空間

亞洲地區的英語水平得分顯示部分地方的現況與我們
想像中的並不相符，例如得分相近的中國和印度便是
例子。雖然印度過往在英國殖民地管理下是個英語系
國家，印度人的英語能力並不比正在急速發展的中國
為好。事實上，雖然由於對英語流利程度的定義各地
有所不同，我們難以統計每個國家說英語的人數，但
根據英國文化協會估計，2010年印度說英語的人口
大約為五千五百萬至三億五千萬，而劍橋大學出版社
發表的一份報告則指出中國有二億五千萬至三億五千
萬人學習英語。今時今日，就算這兩個國家會說英
語的人口差不多，但中國在未來數年也能安然地超
越印度。

台灣和香港的得分也較預期中為低，顯示經濟發展
和願意在學習上花費並不一定可擁有高水平的英語
能力。

日本、南韓和香港人大多擁有文化修養，在儒道影響
下亦有一定的價值觀。有趣的是，三個地方的教育政
策和與英語的因緣十分不同。縱使香港在歷史上與英

國有緊密的連繫，而英語也是官方及日常生活常常使
用的語言，成年人的英語能力並沒有明顯超過鄰國。
南韓和日本也十分強調英語教育，公立教育系統或成
千上萬的私人英語課程學院均十分重視。南韓和日本
在過去那個世紀也與英語系國家有緊密的關係，但為
期不長，而且那是不愉快的歷史。

英語是語言群體的橋樑

在參與測試的國家中，馬來西亞是全亞洲英語水平最
高的國家，而在歐洲之外，也只有她擁有卓越的英語
水平。她正好示範了英語如何在一個國家的不同社
區擔當語言的橋樑。除了本地人外，馬來西亞亦有大
量華人及印度人社區，不同社區擁有自己的傳統和語
言。長久以來，英語一直是所有學生自小學開始必讀
的科目，小學及中學畢業前均需通過英國O-Level英
語水平測試。在馬來西亞，英語不只在單獨一個社區
中使用，而是被視為不同社區的共同語言，同時作為
國際溝通媒介。

名次 國家 成績 級別
9 n  馬來西亞 55.54 高級水平
12 n  香港 54.44 中級水平
13 n  南韓 54.19 中級水平
14 n  日本 54.17 中級水平
25 n  台灣 48.93 低級水平
26 n  沙地阿拉伯 48.05 低級水平
29 n  中國 47.62 低級水平
30 n  印度 47.35 低級水平
32 n  俄羅斯 45.79 低級水平
34 n  印尼 44.78 劣級水平
39 n  越南 44.32 劣級水平
42 n  泰國 39.41 劣級水平
44 n  哈薩克斯坦 31.74 劣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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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重點培訓英語

中國力圖在語言上有超卓的表現，在鼓勵人民使用國
家語言普通話的同時，推動英語訓練，爭取在國家地
位上升的情況下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現時中國學習
英語的人口冠絕全球，不過EF EPI顯示中國在考慮何
謂足夠的英語水平前，仍需努力。中國政府顯示出無
比的決心，透過公立教育，訓練兒童和再培訓成年人
的英語。在2008北京奧運會和2010上海世界博覽會
中，中國為不同的公共機構員工設定了詳細的目標，
並在活動前糾正公共地方的英語指示，例如餐廳和洗
手間。在一定程度上，中國部分地區經濟急速起飛，
它們的英語水平對鄰近地區造成壓力，不得不緊貼。



16 EF英語能力指標

偏低的學校質素及上
學率使拉丁美洲的地
區排名低下。

為人民提供紮實的基
本教育，是學習英語
的其中一項條件。

拉丁美洲
的EF EPI排名

西班牙語是拉丁美洲的國際語言

拉丁美洲是所有測試地區中分數最低的，平均英語水
平僅僅超過低水平線。這是因為西班牙語在當地十分
重要，人們可使用這門共同語言進行國際貿易、外交
及旅遊等，減低了學習英語的意欲。

較差的小學教育降低水平

然而，低質素的公立教育系統，加上低入學比率，
才是令拉丁美洲的英語水平較遜的重點。1999年的
調查顯示，拉丁美洲接近一半入讀公立小學的學生
沒有完成小學課程，只有三份之一學生升上中學。
與馬來西亞接近95%人完成小學教育相比，高下立
見。

即使接受公立教育的人，也常得不到高質素的訓
練，裝備不足，未能進軍全球化機構。事實上，九
十年代的許多報告及國際測試均指出，拉丁美洲的
教學質素遠較其他發展水平相若的國家為低。

水平較高國家的情況

高入學率對英語水平的重要性

在1984至2001年間，巴西和阿根廷的公立學校入
學比率是最高的。在這段期間，巴西的表現驚人，
入學率從1984年的62%(最低地區之一)，升至2001
年的90%，成為拉丁美洲的表表者。部分測試者身
處的年代，入學率極低。明顯地，人口的普遍教育
程度對學習英語的欲望及人們的能力非常重要。

名次 國家 成績 級別
16 n  阿根廷 53.49 中級水平
18 n  墨西哥 51.48 中級水平
22 n  哥斯達黎加 49.15 低級水平
27 n  危地馬拉 47.80 低級水平
28 n  薩爾瓦多 47.65 低級水平
31 n  巴西 47.27 低級水平
33 n  多明尼加 44.91 劣級水平
35 n  秘魯 44.71 劣級水平
36 n  智利 44.63 劣級水平
37 n  厄瓜多爾 44.54 劣級水平
38 n  委內瑞拉 44.43 劣級水平
40 n  巴拿馬 43.62 劣級水平
41 n  哥倫比亞 42.77 劣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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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系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的影響

危地馬拉和墨西哥是另外兩個有一定英語水平的國
家，在美國移民政策的影響下獲益良多。1990年至
1999年間，美國接近30%合法移民來自墨西哥，穩
佔眾多國家中的第一位。部分在美國居留的移民，發
揮了強大的影響力，將在美國出生的、說英語的小孩
及老家的家庭成員連繫起來，當孩子回到自己的國家
時，便一併將英語帶回了他們的社區。在這兩個國
家，與英語系國家移民擁有緊密的連繫，能清楚影響
其的英語能力，雖然這些影響未必能廣泛擴至普遍的
成年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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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更健全及標準化的方法
需認同溝通技巧比語法
對錯更為重要。

全球化經濟下的英語水平要求

英語溝通能力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急速成為必備條件之
一。以往「具英語水平之優勢」的說法已漸漸沒落，
取而代之的是「不具英語溝通能力的人欠缺經濟優
勢」。無論是政府或個人，皆意識到過去十年英語學
習潮的趨勢及擴展。

但是，縱使發展迅速，人們在追趕這個趨勢時並沒有
多少實用數據去評估英語能力。EF EPI對於如何提高
英語水平有幾個結論：

• 將所有小孩送至學校接受符合現時全球標準的教
育。

• 將英語定為公立學校裡所有學生自十二歲起必習
的語言，並需由中學持續習至大學或專上學院。

• 培養多語化文化。當愈多政府或家庭鼓勵及期待
人人懂多一門語言時，小孩子便愈有自身學習意
識。雖然較難為這種多語化現象下定義，要分
辨卻很容易，例如遊客到北歐國家(包括瑞典、
挪威、丹麥、冰島)或其他英語水平較高的國家
時，幾乎立刻便知道。我們可以從一個可靠的指
引中，知道英語是否在當地成為重要的國家文化
──如果舉目皆有英語的出現，例如在講座或傳
媒活動上。

• 許多成年人上學時錯過英語學習的機會，如今大
部分人感受到因之而來的經濟壓力，對學習英語
的需求殷切。對成年人來說，要精通一門外語需
時，得考慮較低的入學門檻及實實在在的求學目
標。長期的工作訓練計劃和成年人教育獎學金都
是有效的方法。政府可在公共機構僱員上實行計
劃，這通常已佔社會百份之十的工作人口。

• 溝通技巧及談判策略均需培訓，減少溝通上的衝
突。要獲得學習英語的最大好處的話，學生和老
師都得把溝通視為第一要務，而非學習語法。許
多成年人在傳統的非英語母語語境下學習時，往
往需要加倍努力地練習聆聽及說話。

• 建立更健全及標準的水平測試方法，著重有效的
溝通技巧多於死記硬背的學習方法及偏執於語法
運用的準確性。採納這套標準目標在減少學生的
挫敗感，並使公立及私營學習機構均有高質素的
語言教學。

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國際英語水平測試的作用不只是就不同教育制度及成
效作出比較，它鼓勵大家就評估標準和學習目的提出
討論。例如TIMSS和PISA便就世界各地在學兒童的科
學、數學和閱讀能力作出比較，而EF EPI則希望可以
比較全球成年人的英語水平。我們歡迎其他擁有英語
學習相關資料的人參與對話，一起為世界上千千萬萬
個好學之人出一分力，提高英語學習的效率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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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

EF EPI每年均根據成千上萬成年人參與四個不同英語
測試的結果，統計一個國家的平均英語水平級別。當
中兩個測試免費開放給互聯網使用者參與，而另外兩
個網上測試則是EF的課程前入學試。四個測試都包
括語法、詞彙、閱讀及聆聽四部分。其中一個測試乃
三十條能力相對問題，即每個學生的下一條問題都根
據他之前的答案是否正確而調節至適合的難度。另外
三個測試則分別有六十至八十條問題。所有測試的分
數與EF的課程級別有直接掛鉤，而參與者是在家用
自己的電腦參與以上測試。由於測試結果與證書或入
學要求毫無關係，學生並不會意圖作弊或死記硬背來
提高成績。

測試參與者

EF EPI結合及統計了2007年至2009年間參與測試者
的成績，他們來自四十二個不同國家及兩個地區，共
有2,368,730人。統計並不包括測試者的個人資料，
而只有最少收集得四百份測試結果的國家才會包括在
EF EPI統計中，而在兩個測試中其中一個測試參與者
不足一百人的國家或地區亦不包括在是次統計中。

當然，參與指標測試的人多是自發性的，並不保證他
們的成績可以代表整個國家。只有想學習英語或對自
己的英語能力感到好奇的人才會參與這個測試。另
外，亦因為此乃網上測試，如人們未能連接網絡或沒
有相應的網絡應用程式，便會自動排除在外。這情況
同時亦代表貧窮人士、教育程度較低和較沒長遠計劃
的人也被排除在測試者外，致令參與者的分數比普遍
人為高。

分數計算方法

計算每一個國家的EF EPI得分時，每個測試的分數均
以總題數為依歸，再將成績規範化為百份比，使每個
測試所佔比重一樣，每個國家的得分便是根據四個測
試的平均成績而來。

每個國家都依據它們的得分而被編入不同組別，使英
語水平相若的國家可以進行比較。得分截分點參考了

關於指標

此為EF EPI 的初次
版本，我們旨在發佈
對未來數年英語水平
的最新評估報告。

EF英語水平評估標準，此標準建基於EF逾四十年的
英語教育，而EF的課程級別特別由劍橋大學英語考試
部(Cambridge ESOL)研究而定，同時符合歐洲共同
語言參考架構。

英孚教育

英孚教育(EF)成立於1965年，旨在打破語言、文化及
地域的界限。擁有四百所學校及一千五百萬學生，英
孚教育提供語言學校、專業證書、海外遊學及文化交
流等服務。

EF English First 和 EF Englishtown均隸屬於英孚教
育，致力於全世界進行英語教學。除了為一千二百
間機構提供語言訓練課程，英孚更是二○○八年北京
奧運及二○一四年巴西世界盃的官方指定語言訓練
中心。欲知更多詳情，請瀏覽www.ef.com.hk/epi/和 
www.englishtown.com.hk。

傳媒查詢

如有任何意見或查詢，請電郵至 
pr.hongkong@ef.com或致電+852 2111 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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