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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ＨＳＫ测试成绩对比分析i

靳 衛衛　　叢 琳

引言

2009年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在全球正式推出新汉语水平考试（下简称新HSK）。与此同时，旧

汉语水平考试（下简称旧HSK）也一直在进行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两种考试同时在世界各地举办，

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些困惑，部分海外院校、考点不太清楚两种考试之间的关系。20�0年初，受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委托，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在同一天内为该校汉语专业学生举办

了两场考试，分别为新、旧HSK试卷。我们以为，此次考试结果对分析研究两种HSK的分数等级对应

关系、优缺点、各自的特色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就是在这两次考试成绩的基础上所做

的简单分析。

Ⅰ　新、旧HSK简介及二者间的区别

�、旧汉语水平考试是北京语言大学(原北京语言学院)自主研发的标准化的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能力考试，诞生于�984年。该考试由HSK(基础)、HSK(初、中等)和HSK(高等)三个部分构成。

它是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外国人、华侨和少数民族汉语学习者为对象，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心理测量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为基础,以科学评价汉语学习者一般语言水平为目标的测量

工具。（孙德金2007）

新汉语水平考试是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组织中外汉语教学、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

学等领域的专家充分调查、了解海外汉语教学实际情况，考虑了普通汉语学习者和专业汉语学习

者、来华汉语学习者和非来华汉语学习者的差异，在吸收旧HSK的优点，借鉴近年来国际语言测

试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以《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为依据，推出的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

（根据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相关介绍）

新HSK于2009年��月正式向海内外推出。据《新京报》20��年�月20日新闻，20�0年�2月24日，

北京语言大学教代会通过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与汉办合作举办新HSK考试的决议。今后，所谓“新、

旧HSK”的说法将不复存在，在全世界范围内，HSK都将得到统一。两种考试并存的局面已经结束，

但对两种考试进行必要的分析，以期深入了解两种考试的特色和优缺点，并互为借鉴，努力使新

HSK在科学性、信度、效度等各个方面更上层楼，对旧HSK进行改造吸收、取长补短依然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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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旧HSK考试在设计理念、考试形式、考查内容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同。

旧HSK自1984年开始研发，在20余年的研究和组织实施过程中，始终严格依照语言测试理论

来进行，坚持从严测试，要求考试结果尽可能反应出考生的真实汉语水平。这种设计理念自然是

值得肯定的，经过多年实践，也应该说基本达到了设计目的。有关旧HSK方面的研究文章也非常多，

对其科学性进行了相当的肯定，本文不再赘述。但这种理念带来的负效应也很明显。最突出的问

题来自考试的难度，考生对旧HSK的普遍反应是过难，与自己的预期不符。此外，除了初、中等考试，

其他两个等级的考试全部不标注拼音，这对绝大部分欧美考生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而我

们看到虽然旧HSK考试已经推行了20余年，欧美考生的数量依旧显得很可怜，参与者少，支持者少。

甚至可以说，旧HSK对欧美汉语学习者来讲，是一项只限于旁观的考试。旧HSK只在高等考试层面

设置了口语考试，这样一来，参加初、中等考试的考生们得到的等级是否能够全面反映其汉语水

平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我们无法排除一种可能性：日本、韩国等传统汉字国家考生，即使

口语水平较低，也能得到相对较高的成绩，比如7级甚至8级。从设计理念出发，旧HSK存在的另

外一个问题是，高等考试的笔试部分与初、中等考试的笔试部分难度区别不大，加上高等考试等

级证书是由笔试和口试成绩相加得到，一些口语水平较高的考生参加了初、中等考试，无法得到

8级证书，但参加高等考试却可以得到9级甚至10级证书。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导

致了不公平现象。新HSK的设计理念与旧HSK大相径庭。新HSK把汉语考试定位为“产品”。它遵循“考

教结合”的原则，目的是“以考促教”、“以考促学”。它不仅关注评价的客观性、准确性，关注考

生的现有水平，而且重视鼓励考生的策略。重视怎样进一步提高、发展考生的汉语能力。从这样

的设计理念出发，与旧HSK相比，新HSK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考试等级及结构来看，旧HSK只区

分了三个等级——HSK（基础）、HSK（初、中等）、HSK（高等），其中HSK（高等）包含口试部分。新

HSK采用了笔试口试分开的原则，其中笔试分为六级，口试分为三级（初级、中级、高级）。

表一：

新HSK等级表

笔试 口试

HSK（六级）
HSK（高级）

HSK（五级）

HSK（四级）
HSK（中级）

HSK（三级）

HSK（二级）
HSK（初级）

HSK（一级）

笔试 口试

HSK（六级）
HSK（高级）

HSK（五级）

HSK（四级）
HSK（中级）

HSK（三级）

HSK（二级）
HSK（初级）

HSK（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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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旧HSK等级表

从考试结构来看，旧HSK初、中等的试卷结构包括四个项目：听力理解、语法结构、阅读理

解和综合填空。新HSK只有听力、阅读和书写三个部分。

表三：

新HSK试卷结构表

基础 1级

2级

�级

初中等 �级

4级

5级

6级

7级

8级

高等 9级

10级

11级

基础 1级

2级

�级

初中等 �级

4级

5级

6级

7级

8级

高等 9级

10级

11级

类别 等  级 考试用时 考试结构

笔试

HSK一级 40分钟 听力、阅读

HSK二级 55分钟 听力、阅读

HSK三级 90分钟 听力、阅读、书写

HSK四级 105分钟 听力、阅读、书写

HSK五级 125分钟 听力、阅读、书写

HSK六级 140分钟 听力、阅读、书写

口试

HSK口试（初级）

HSK口试（中级）

HSK口试（高级）

17分钟

21分钟

24分钟

听后重复、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听后重复、看图说话、回答问题

听后重复、朗读、回答问题

类别 等  级 考试用时 考试结构

笔试

HSK一级 40分钟 听力、阅读

HSK二级 55分钟 听力、阅读

HSK三级 90分钟 听力、阅读、书写

HSK四级 105分钟 听力、阅读、书写

HSK五级 125分钟 听力、阅读、书写

HSK六级 140分钟 听力、阅读、书写

口试

HSK口试（初级）

HSK口试（中级）

HSK口试（高级）

17分钟

21分钟

24分钟

听后重复、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听后重复、看图说话、回答问题

听后重复、朗读、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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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旧HSK试卷结构表

比较新、旧HSK，我们可以看到，新HSK没有语法结构和综合填空的考查，将对语法知识的考

查融合到听力理解与阅读理解考查中，更注重对学生全面应用能力的测试。新HSK增加了书写部

分的考查，更注重考查学生的汉字能力。新HSK包括书写和口试，加强了听说能力的考查，这要

求基础汉语课除了词汇学习、语法点讲解以外，更要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不仅会“听”，还要

会“说”，不光会“读”，还要会“写”。概而言之，旧HSK更注重考查考生语言知识的掌握，新HSK

更看重考生语言知识的运用能力。

Ⅱ　新、旧HSK考试结果

1、受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委托，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于2010年1月27日举办了

两场HSK考试，分别以新、旧HSK试题为题目。其中新HSK考试分别组织了3级、4级、5级和6级的

考试，1级和2级没有组织。参加考试的学生共135名。旧HSK分为初、中等和高等两个组别进行考

试，参加考试的共有127名考生。需要说明的是：旧HSK考试的高等考试包含口试部分，但由于条

件和时间的限制，我们取消了该项目。为此，我们对高等《汉语水平证书》获证条件进行了修订，

其中第二项“五个单项分中听力、阅读、作文和口试四项，必须有三项达到相对应的等级分数”

被修改为“听力、阅读、作文三项都必须达到相应的等级分数”。第三项“五个单项分中，允许有

两项低于相对应的等级分数（听力、阅读、作文和口试四项中，只允许有一项低于相对应的等级

考试项目 考试时间

基

础

1  听力理解 约35分钟

2  语法结构 40

3  阅读理解 60

初

中

等

1  听力理解 约35分钟

2  语法结构 20分钟

3  阅读理解 60分钟

4  综合填空 30分钟

高

等

1  听力理解 约30分钟

2  阅读理解
15分钟

25分钟

3  综合表达 40分钟

考试项目 考试时间

基

础

1  听力理解 约35分钟

2  语法结构 40

3  阅读理解 60

初

中

等

1  听力理解 约35分钟

2  语法结构 20分钟

3  阅读理解 60分钟

4  综合填空 30分钟

高

等

1  听力理解 约30分钟

2  阅读理解
15分钟

25分钟

3  综合表达 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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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但降低幅度均不得超过一级，如果超过一级，只能得到低一个档次的证书”，被修改为“综

合成绩允许低于相对应的等级分数，但降低幅度不得超过一级，如果超过一级，只能得到低一个

档次的证书”。应该说，虽然缺少了口试成绩，但通过对获证条件的修改，学生获得高等证书的

难度反而增加了。但无论难度发生了什么变化，此次测试毕竟失去了正式考试中重要的一项，最

后的成绩也必然带有一定的不科学性。因此，本文的结论只具参考价值，无法成为严格的分析结果。

2、新、旧HSK的对应关系

新、旧HSK考试的更替已经完成，但还是有很多人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模糊。由于旧HSK考

试长期存在的影响，很多考生在参加新HSK考试时会不由自主地考虑新、旧考试之间的等级对应

关系。国家汉办/孔院总部网站公布的新、旧HSK分数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表五：

从表五来看，得出的结论基本上倾向于新HSK4级对应旧HSK的3级、4级和5级，新5级则分别

对应于旧HSK6、7、8级，新6级对应旧HSK的9、10和11级。而我们的实际测试结果显示，上面的

对应关系其实并不严整，而是有较大差异。

3、实测成绩对比

本次对比测试的考生均为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学习汉语的学生，考前，根据学生水平对其

进行了分组，共分为4组，其中A组参加新HSK3级（84人）和旧HSK初中等（75人）考试，B组参加新

HSK4级（25人）和旧HSK初中等（26人）考试，C组参加新HSK5级（11人）和旧HSK高等（11人），D组参

旧HSK等级证书
旧HSK

分数段

旧HSK

级别

新4级

总分300

新5级

总分300

新6级

总分300

初中等总分

（400）

初等证书

C 152— 3级 180—

B 189— 4级 195—

A 226— 5级 210—

中等证书

C 263— 6级 180—

B 300— 7级 195—

A 337— 8级 210—

高等总分

（500）
高等证书

C 280— 9级 180—

B 340— 10级 195—

A 400— 11级 210—

旧HSK等级证书
旧HSK

分数段

旧HSK

级别

新4级

总分300

新5级

总分300

新6级

总分300

初中等总分

（400）

初等证书

C 152— 3级 180—

B 189— 4级 195—

A 226— 5级 210—

中等证书

C 263— 6级 180—

B 300— 7级 195—

A 337— 8级 210—

高等总分

（500）
高等证书

C 280— 9级 180—

B 340— 10级 195—

A 400— 11级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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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新HSK6级（15人）和旧HSK高等（15人）考试。由于少数考生时间上的冲突，无法同时参加两种考

试，造成了A组和B组人数上的差异。

表六：

从上面的安排，可以看到，在组织考试和对两种考试测试结果的预估方面，我们倾向于下面

的对应关系：

新HSK3级  旧HSK初中等3、4、5级；

新HSK4级  旧HSK初中等6、7、8级；

新HSK5级  旧HSK高等9或10级；

新HSK6级  旧HSK高等10或11级。

通过实际测试，我们发现上面的对应关系实际是错位的，我们把新HSK的难度估计得过高了。

以下分别是四个测试组的成绩，我们以表格的形式分别对四个组的考试成绩进行对比，以验证考

生在参加两种HSK考试后的等级获取情况。

表七：

A组成绩：

新HSK3级 旧HSK初中等

合计 3级 4级 5级 6级 7级 8级

考生人数 84 75

同时获得证书人数及

百分比

4

4.8%

4

5.3%

1

1.3%

3

4.0%

0 0 0 0

单独获得初中等证书

人数及百分比

0 0 0 0 0 0 0

考试小组
新HSK 旧HSK

等级 人数 等级 人数

A组 3级 84人 初中等 75人

B组 4级 25人 初中等 26人

C组 5级 11人 高等 11人

D组 6级 15人 高等 15人

合计 135人 127人

考试小组
新HSK 旧HSK

等级 人数 等级 人数

A组 3级 84人 初中等 75人

B组 4级 25人 初中等 26人

C组 5级 11人 高等 11人

D组 6级 15人 高等 15人

合计 135人 1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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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获得新HSK3级证

书人数及百分比

38

45.2%

通过率 42

50.0%

4

5.3%

1

1.3%

3

4.0%

未通过率 42

50.0%

71

94.7

从表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新HSK3级对应于旧HSK3、4、5级的说法是不对的，几乎

是同一批学生，参加新HSK3级考试时，通过率达到了50%，而他们在旧HSK考试中，仅有5.3%的人

获得了3级和4级的证书，5级则无一人通过。在通过了新HSK3级的考生中，180分至194分的14人，

195分至209分的11人，210分以上的17人。因此，我们认为，新HSK3级似乎更应该对应于旧HSK的

2级或者更低的水平。

表八：

B组成绩：

表八中的B组成绩表现出了与A组迥然不同的态势，获取新HSK4级证书的比例达到了64%，这

些考生也同时在旧HSK3、4、5级考试中获取了证书，尤其是3级和4级两项，达到了46.1%。在通

过了新HSK4级的考生中，180分至194分的5人，195分至209分的3人，210分以上的8人。为此，我

新HSK4级 旧HSK初中等

合计 3级 4级 5级 6级 7级 8级

考生人数 25 26

同时获得证书人数及

百分比

13

52.0%

13

50.0%

7

26.9%

5

19.2%

1

3.9%

0 0 0

单独获得初中等证书

人数及百分比

0 0 0 0 0 0 0

单独获得新HSK4级证

书人数及百分比

3

12.0%

通过率 16

64.0%

13

50.0%

7

26.9%

5

19.2%

1

3.9%

未通过率 9

36.0%

13

50.0%

新HSK4级 旧HSK初中等

合计 3级 4级 5级 6级 7级 8级

考生人数 25 26

同时获得证书人数及

百分比

13

52.0%

13

50.0%

7

26.9%

5

19.2%

1

3.9%

0 0 0

单独获得初中等证书

人数及百分比

0 0 0 0 0 0 0

单独获得新HSK4级证

书人数及百分比

3

12.0%

通过率 16

64.0%

13

50.0%

7

26.9%

5

19.2%

1

3.9%

未通过率 9

36.0%

13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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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推论如下：新HSK4级似乎与旧HSK3级、4级的对应关系更密切一些。新HSK4级的水平要达到旧

HSK5级，则比较困难。而新HSK3级与旧HSK1、2级相对应的推论是比较稳妥的。

表九：

C组成绩：

表九中，考生在新HSK5级的考试中，通过率极高，达到了90.9%，其中180分到194分的考生1

人，195分至209分的考生1人，210分以上的考生8人。但按照我们考前预想的对应关系，这些考

生本应该至少获得旧HSK9级或者10级证书，遗憾的是，在旧HSK高等的考试中，获得证书的人数

是零。这也就意味着，新HSK5级是不是对应于旧HSK的5级到8级的水平较为妥当？由于受时间限制，

我们无法再让同一批考生参加旧HSK初、中等的考试，但我们认为他们获得旧HSK5级和6级证书的

可能性比获得7级、8级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新HSK5级 旧HSK高等

合计 9级 10级 11级

考生人数 11 11

同时获得证书人数及

百分比

0 0

单独获得高等证书人

数及百分比

0 0 0 0

单独获得新HSK5级证

书人数及百分比

10

12.0%

通过率 10

90.9%

0 0 0 0

未通过率 1

9.1%

11

100%

新HSK5级 旧HSK高等

合计 9级 10级 11级

考生人数 11 11

同时获得证书人数及

百分比

0 0

单独获得高等证书人

数及百分比

0 0 0 0

单独获得新HSK5级证

书人数及百分比

10

12.0%

通过率 10

90.9%

0 0 0 0

未通过率 1

9.1%

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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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D组成绩：

表十的数据让我们知道，在新HSK6级方面，通过率达到86.7%，略低于5级，但有20%的考生

同时通过了旧HSK高等考试的9级。在通过了新HSK6级的考生中，180分至194分的3人，195分至

209分的7人，210分以上的3人。结合表七、表八和表九，我们倾向于得出下面的结论：新HSK的5

级和6级分别对应于旧HSK的5级、6级和7级、8级。个别考生在通过新HSK6级的同时，水平可以达

到旧HSK高等的9级或者更高级别，但新HSK系统目前对这部分考生无法进行鉴别。

根据考试的结果，对于新、旧HSK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倾向于得出下面的结论：

表十一：

正如我们在本文中反复提及的，本次测试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保证结论百分之百的严

密、科学。但从理论上来讲，新、旧HSK无论从设计理念、题目侧重点、考试方式等各个方面，

新HSK6级 旧HSK高等

合计 9级 10级 11级

考生人数 15 15

同时获得证书人数及

百分比

3

20.0%

3

20.0%

3

20.0%

单独获得高等证书人

数及百分比

0 0 0 0

单独获得新HSK6级证

书人数及百分比

10

66.6%

通过率 13

86.7%

3

20.0%

3

20.0%

0 0

未通过率 1

13.3%

12

80%

新HSK6级 旧HSK高等

合计 9级 10级 11级

考生人数 15 15

同时获得证书人数及

百分比

3

20.0%

3

20.0%

3

20.0%

单独获得高等证书人

数及百分比

0 0 0 0

单独获得新HSK6级证

书人数及百分比

10

66.6%

通过率 13

86.7%

3

20.0%

3

20.0%

0 0

未通过率 1

13.3%

12

80%

新HSK3级 旧HSK1、2级

新HSK4级 旧HSK3、4级

新HSK5级 旧HSK5、6级（未验证）

新HSK6级 旧HSK7、8级或高级中的9级

新HSK3级 旧HSK1、2级

新HSK4级 旧HSK3、4级

新HSK5级 旧HSK5、6级（未验证）

新HSK6级 旧HSK7、8级或高级中的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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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想要真正得到严密、精确的对应关系本来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正

规的考试来为这种对应提供参考数据。在我们上面的表格中，特别是新HSK5级与旧HSK之间的对

应关系，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同一批考生只能在旧HSK高等和初、中等考试中选择一项来参加），

因此结论的可靠性更弱一些，但无论新、旧考试，难度梯级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上面的推测

也不能完全说没有意义。

Ⅲ　补充说明和结论

1、补充说明

新、旧HSK的设计理念有很大的不同，新HSK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吸引更多的考生参加，其试题

设计部分考虑了西方考生在汉字认读和书写方面的劣势，因而大量采用了图片式试题，这对西方

考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而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日本考生，也就是说，本文的结论对西

方考生是否具有参考价值需要另行评估。

上面曾经提到，本次测试缺少旧HSK高等考试的口试部分，但我们相应调整了证书获取资格

的规定，调整后的获取条件实际上比原标准的难度大了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新

HSK6级有可能与旧HSK高等的9级相对应，但这种对应同样不是严格和精准意义上的。

2、结论

本文重点不是对新、旧HSK进行优劣评判，仅仅试图通过实际成绩测试来说明新、旧HSK之间

的对应关系，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对比为刚起步的新HSK提供一些建议。

从成绩表现来看，新HSK“降低难度”的设计初衷得到了很好的实现，通过参加新HSK考试提

高学习汉语的兴趣与信心的目标也比较容易达成。但新HSK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表五是国家汉办/孔院总部网站公布的新、旧HSK分数的对应关系表，新HSK4级的及格线180分，

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理学、工学、农学、医学（西医）、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专

业的高校入学的最低汉语能力标准。通过我们的测试成绩对比分析，新HSK4级180分的及格线是

不是对日本学生偏低了一些？以此类推，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给日、韩生做一张更具科学性的新、

旧HSK分数对应关系表呢？据我们了解，在中国，一些大学招收留学生攻读硕士学位时，以前会

参考旧HSK的成绩。日本、韩国一些企业在延揽汉语人才时，也会考察应聘者的HSK证书获取情况。

因此，新HSK是否应尽快就这一问题向各大学及国外企业提供建议性标准呢？

从我们上面的对比测试中还可以看到，由于最高设计为笔试6级，那么，高于6级水平的考生

如果希望知道自己的准确级别该怎么办？从旧HSK考试多年的结果来看，在世界各地肯定存在着

大量汉语水平高于目前新HSK6级标准的考生，因此，是否应该尽快研发针对这一部分考生的更高

等级的试题和等级考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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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比测试是在日本举行的，日本、韩国考生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汉字认读、书写等方面

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教学实践告诉我们，这部分考生往往在口语表达方面略逊于欧美学生，那么，

同一套试题是否同样适用于不同国籍的考生呢？旧HSK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区别，而是根据客观汉

语水平标准研发了等级考试内容。新HSK是否还要沿用这样的设计思路，还是可以考虑另辟蹊径，

将汉语考试细化，使之具备更强的针对性，为欧美、日韩、华裔等不同背景的考生，乃至商务、

旅游等不同目的的汉语学习者分别设计不同的汉语等级考试？

无论对新HSK增加新的难度较高的等级建议，还是更具针对性的细化考试的建议，都是对新

HSK系统性的完善和补充，作为唯一的中国国家指定汉语水平考试，显然应该具有更高的权威性。

而这种权威性不仅应该来自考试机构，更应该具有来自考试本身的系统性、科学性的考量。

本文已经多次强调，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本文结论可能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精确、科学，

但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样一次对比测试、成绩分析、对应关系的梳理为汉语等级考试的研发和推广

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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