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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評核結果，各個科目也會參照各自一套明確

而固定的標準，來匯報考生表現所屬的等級。 
 
香港的公開考試並不是首次採用水平參照匯報成績，由 2007 年開始，香港中學會考（會考）中

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科，已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成績，以確保評級所參照的標準獲國際認可、透

明度高、明確而穩定。 
 
為了確保年與年之間的水平穩定，並維持同一年內各科成績的可比性，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

局）確立了一套與水平參照模式相配合的評級制度。 
 
本小冊子旨在解釋評級程序與水平參照成績匯報的原理、方法及重點。 
  



2 成績匯報制度 
 
文憑試的科目可分為三類：甲類、乙類及丙類科目。 
 
甲類科目 
甲類高中科目的評級由考評局全權負責。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證書上，考生的表現以五個等級（1
－5 級）匯報，第 5 級為最高等級。在第 5 級的考生中，成績最優異的可獲評為 5**級；成績次

佳的可獲評為 5*級；其餘的則評為 5 級。表現低於第 1 級的水平定為「不予評級」，並不會在證

書上匯報。 
 
乙類科目 
乙類應用學習科目的評核由提供相關課程的機構（課程提供者）負責。考生的成績須經考評局審

定，並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證書上匯報。由 2018 年文憑試開始，除應用學習中文課程（非華語

學生適用）外，應用學習科目增至三個等級匯報成績，即「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和「達

標並表現優異(II)」。至於應用學習中文課程，則沿用現行的兩個等級匯報成績，即「達標」和「達

標並表現優異」。表現低於「達標」的水平會被定為「不達標」，並不會在證書上匯報。 
 
丙類科目 
丙類科目包括六個其他語言科目，採用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劍橋國際）的高級補充程度試卷，

閱卷及成績評級亦由劍橋國際處理。有關科目的成績以五個等級（a-e）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證

書上匯報。在五個等級中，e 級最低，a 級最高，而 e 級以下的成績會定為「不予評級」，並不會

在證書上匯報。 
 
個別科目的特殊安排 
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 
除了科目的整體等級外，兩個語文科目均會匯報每個分部（例如閱讀）的等級。個別分部的成績

若低於第 1 級，會定為「不予評級」。如考生的科目整體成績為第 1 級或以上，而有個別分部成

績為「不予評級」，則所有分部和科目整體成績均會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證書上匯報；若科目整

體成績在第 1 級以下，則無論分部或整體科目成績，均不會在證書上匯報。 
 
英國語文科的卷一閱讀和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均設有必答部分和選答部分。除必答部分外，

考生可選擇作答較易或較難的部分。如考生選答較難部分，在相關分部最高可獲第 5**級，選答

較易部分的考生則最高只能獲得第 4 級。 
 
數學 
考生可以選擇只應考必修部分，或應考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兩個單元的其中之一。必修部分及延

伸部分的成績會分別匯報。 
 
組合科學 
本科的整體等級及兩個選修部分（生物、化學或物理）的等級均會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證書上匯

報。如考生的科目成績在第 1 級或以上而其中一分部成績為「不予評級」，則所有分部和科目整

體成績均會在證書上匯報；若科目成績在第 1 級以下，則無論分部或整體科目的成績，均不會在

證書上匯報。  



3 等級描述 
 
在水平參照成績匯報制度下，各科均附有一套等級描述，以說明該學科達至某等級的考生之典型

能力水平。在擬訂等級描述時，以正面描述考生能展示的水平為原則，避免描述考生不能掌握的

能力。 
 
這些等級描述只是「一般性」的敍述，未必能準確描述個別考生的實際表現。這是由於某個考生

可能在同一科目的不同卷別有跨越多於一個等級的表現。在每科的評核過程中，這些不同的表現

會被整合，以最配合考生表現的等級來匯報其成績。 
 
除了各科的等級描述外，考評局也制定了一套涵蓋不同科目的共通等級描述（表一），簡略說明

考生於不同等級表現的水平。共通等級描述是根據各學科共同的主要學習成果而擬訂，包括對課

程內容的認識和理解，應用概念和技巧的能力，詮釋、分析、綜合和評價等高階能力，以及傳意

能力。 
 
在首屆文憑試推出之前，24 個甲類科目已擬訂第 1 至 5 級的等級描述，說明各級考生的典型表

現，每科的等級描述是由一個工作小組所擬訂，該小組的成員來自不同界別，當中包括課程發展

主任、校長、中學教師，以及大學的學科專家。因應高中課程和評核的檢討，個別科目的評核有

所改變，同時在審視考生真實表現的樣本後，我們於 2014 年整體檢視了 24 個科目的等級描述，

個別科目也因應情況更新其等級描述。 
 
文憑試各科最新版本的等級描述及考生表現示例，請參閱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  
 
等級描述的用途 
等級描述是科目專家在評級、設定水平和維持水平等工作的重要參考資料。有關詳情，可參考第

4 至 6 章。 
 
同時，等級描述亦有助促進學與教。學生可參考有關描述，以制定個人的學習目標和評估學習進

度；而教師亦可藉此明確瞭解如何協助學生邁向更高水平。 
 
此外，對大專院校或僱主等持份者而言，等級描述讓他們更清楚瞭解不同水平考生的實際能力，

從而作出更合適的甄選決定。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


表一 共通等級描述 
第 級 5  
達到本等級考生的典型表現如下： 
• 對課程內容有廣泛的認識和透徹的理解，能把概念和技巧有效地應用到多元和複雜的不熟悉

情境，並顯示深入的見解 
• 能分析、綜合和評價廣泛的資料 
• 能精簡及邏輯地傳達意念和見解 

 
第 4 級 
達到本等級考生的典型表現如下： 
• 對課程內容有良好的認識和理解，能把概念和技巧有效地應用到不熟悉的情境，並顯示深入

的見解 
• 能分析、綜合和詮釋各種資料 
• 能邏輯地傳達意念和見解 

 
第 3 級 
達到本等級考生的典型表現如下： 
• 對課程內容有足夠的認識和理解，能把概念和技巧適當地應用到不同的熟悉情境 
• 能分析和詮釋各種資料 
• 能恰當地傳達意念和見解 
 
第 級 2  
達到本等級考生的典型表現如下： 
• 對課程內容有基本的認識和理解，能把概念和技巧應用到熟悉的情境 
• 能辨識和詮釋直接的資料 
• 能平衡地傳達簡單意念 
 
第 1 級 
達到本等級考生的典型表現如下： 
• 對課程內容有初步的認識和理解，在協助下，能把概念和技巧應用到簡單熟悉的情境 
• 在指導下，能辨識和詮釋簡單的資料 
• 能粗略地傳達簡單意念 
  



4 評級程序 
評級主要的目的是釐定考生須至少獲得多少分才達到某個等級。每個等級的最低分數稱為臨界分

數（圖一）。 
 

  
圖一 臨界分數 

 
文憑試的評級程序涉及的一系列工作，在正式閱卷前已展開。每一科目均成立一個專家小組執行

評級工作，小組成員包括科目經理、試卷主席、經甄選的助理試卷主席或相關的閱卷員。具體程

序如下： 
 
選取樣本答卷 
考試完成後，小組成員將選取最能符合等級描述的答卷作為樣本答卷。 
 
標準化 
選取樣本答卷後，小組將討論樣本答卷的評分和具體得分點。他們也會比較當年與往年的水平，

並留意兩者的差異。經評閱的樣本答卷會用作閱卷時參考的標準答卷。 
 
閱卷後程序 
完成閱卷和校本評核分數調整（如適用）後，小組會檢視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樣本的示例，並綜

合觀察所得，討論各等級水平的要求。有關討論讓專家小組依據樣本的表現作出判斷，為各試卷

或分部作初步的評級建議（包括初步臨界分數範圍）。有關設定水平和維持水平的詳情，可參考

第 5 章和第 6 章。 
 
專家小組評級會議 
考評局評核發展部與評核科技及研究部管理小組的成員，會與專家小組商議，就各個科目及其分

部的臨界分數達成共識。當專家建議的臨界分數，與統計分析結果建議的臨界分數出現明顯差異

時，將會適當考慮專家的意見，而統計結果則作為參考，以驗證臨界分數的合理性。如未能達成

共識，專家小組將全面討論不同的意見，並記錄其理據。專家小組可在會議中探討修訂各卷的臨

界分數對整體等級分布的影響。最後，專家小組會建議有關科目的臨界分數。 
 
內部會議 
以考評局秘書長為首的高層管理小組，會在內部會議中審視專家小組的評級建議。如統計數據與

專家小組建議出現分歧，並無法於專家小組評級會議取得共識，內部會議將適當地平衡統計數據

與專家小組的建議，對有關科目的臨界分數作出凌駕性建議，供公開考試委員會審定。 
 
公開考試委員會會議 
公開考試委員會將審定內部會議的建議，並通過所有科目的最終臨界分數。  



5 設定水平 
 
所有甲類科目第 1 至 5 級的水平已於 2012 年首屆文憑試設定，並於 2013 年及往後年度的文憑試

維持穩定，以確保各年度考試成績的可比性。 
 
在眾多設定水平的方法中，考評局採用一套結合專家判斷和統計技術的方法。當中，專家會參考

統計模型的建議及其他參考資料，釐定最合適的臨界分數。原則上，2012 年文憑試各科的水平

按照等級描述和考生實際表現而設定。不同科目會利用不同的統計方法計算建議臨界分數，以供

專家參考。有關統計方法如下： 
 
核心科目 
文憑試四個核心科目，即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其水平設定參考 2012 年考生

實際表現與以下各項的關係： 
• 等級描述； 
• 2011 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高考）考生水平； 
• 2010 年香港中學會考（會考）考生水平。 
 
為了解文憑試與以往的高考和會考的水平，考評局分別邀請部分參與 2010 年會考和 2011 年高考

的學校，進行保密研究測驗。同樣的研究測驗並在參與 2012 年文憑試的部分學校中進行。從研

究測驗取得的統計數據，可作為連結首屆文憑試和以往高考與會考水平的參考資料。 
 
專家小組在釐定臨界分數時，也會參考以下資料： 
• 按總分選取的已評閱答卷； 
• 該年試卷間的相關係數、平均分及標準差； 
• 試卷總分和科目總分的累積分布； 
• 閱卷員就個別試卷難易程度的回饋意見； 
• 水平參照成績匯報資料套內不同能力水平 的樣本； 
• 2010 年會考和 2011 年高考的試卷和存檔 的參考答卷。 

 
選修科目 
考評局採用「組別能力指數」作為選修科目評級的參考。「組別能力指數」是以統計方法計算的

一組百分比，以得出建議臨界分數。在計算「組別能力指數」時，會依據應考有關選修科目的考

生在核心科目取得某等級的人數，來計算出該選修科於相應等級的「組別能力指數」。有關「組

別能力指數」的計算方法詳列於附錄 1。 
 
在 2012 年首屆文憑試，「組別能力指數」建議的臨界分數只用作參考，各科的專家小組主要按考

生的實際表現，獨立為各級水平釐定合適的臨界分數。 
 
應用學習科目 
課程提供者先設定「達標」的水平，再由專家小組按個別科目的表現描述作調整。從 2018 年文

憑試開始，「達標並表現優異(I)」和「達標並表現優異(II)」的水平分別等同甲類科目的第 3 級和

第 4 級或以上，因此獲得「達標並表現優異(I)」和「達標並表現優異(II)」等級的考生比例，會參

考「組別能力指數」第 3 級和第 4 級或以上的百分比來釐定。 



 
至於應用學習中文課程的「達標」及「達標並表現優異」均採用專家判斷方法設定水平。 
 
個別科目的特殊安排 
文憑試部分科目設有選修部分。為劃一不同選修部分考生的水平，考評局採用百分位等值法為不

同選修部分作分數等值。該方法的原理和應用載於附錄 2。 
 
5**級與 5*級的釐定 
5**級和 5*級的臨界分數是按第 5 級內考生的分數分布而訂定。其中，約 10%成績最優異的第 5
級考生，可獲 5**級，約 30%成績次佳的第 5 級考生，可獲 5*級。 
 
至於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科，專家小組會先釐定整個科目 5**級和 5*級的臨界分數，然後推算和

釐定個別分部的臨界分數，使各分部的 5**級與 5*級的分布較為一致；然而，各分部的臨界分數

相加後，仍須相等於整個科目相應等級的臨界分數。 
 
就組合科學而言，生物、化學及物理等分部的臨界分數，會採用百分位等值法，根據相應的三個

科目的臨界分數來推算，並參考各分部科目的「組別能力指數」，以及考生的實際表現而釐定。

組合科學的分部科目的5**級和5*級臨界分數，會按其第5級的分數分布，根據上述百分比釐定。

組合科學整科的臨界分數，則是把有關的兩個分部科目的臨界分數相加而成。故此，在組合科學

科考獲第 5 級的考生當中，能取得 5**級和 5*級的人數比例並不一定如其他科目般定為 10%和

30%。  



6 維持水平 
與水平設定的程序相若，不同科目的專家小組會參考各種資料以釐定臨界分數。這些資料包括： 
 
• 按總分選取的已評閱答卷； 
• 該年試卷間的相關係數、平均分及標準差 與往年的比較； 
• 往年各分題的統計數據； 
• 試卷總分和科目總分的累積分布； 
• 閱卷員就個別試卷難易程度的回饋意見； 
• 文憑試存檔的參考答卷。 
 
專家小組亦會參考統計模型建議的臨界分數。核心科目和其他科目會採用不同統計模型來計算建

議臨界分數。 
 
核心科目 
考評局每年均會小心選取一些學校，為四個核心科目進行保密研究測驗。根據研究測驗與該年公

開考試的數據，運用「潛在特性模型」校定不同考試的題目的難度，並以此計算建議臨界分數。

有關「潛在特性模型」的詳情，可參考附錄 3。 
 
如圖二所示，運用研究測驗結果，通過等值方法，將當屆文憑試和上一年度的考試等值。而根據

上一年度考試設定的臨界分數，找到當屆考試的等值對應分數，就是統計建議的臨界分數。這樣，

專家小組可參考年與年之間核心科目考試成績的等值結果，再根據第 4 章的程序，釐定最終的建

議臨界分數。 
 

 
圖二 利用研究測驗來維持核心科目水平及產生參考臨界分數  

 
 
 
 



選修科目 
選修科目的建議臨界分數是依據「組別能力指數」計算的。與核心科目的評級方法相若，選修科

目的專家小組可參考以「組別能力指數」計算所得的建議臨界分數，並藉此作最終的建議，以維

持各等級的水平。 
 
應用學習科目 
為了維持「達標」水平，考評局會參照個別科目的表現描述和往年考生的真實表現。考生達到「達

標並表現優異(I)」和「達標並表現優異(II)」等級的比例，則參照該組別考生於核心科目中達第 3
級和第 4 級或以上的「組別能力指數」而釐定。 
 
其他語言科目 
由於這些科目的考試採用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高級補充程度的試卷，故有關科目的水平亦由該機

構維持。 
 
以上維持水平的方法可以向公眾、香港及海外的大專院校、僱主及其他使用者，確保各等級的水

平標準是固定的，日後亦不會出現「等級膨脹」的情況。 
  



7 匯報成績 
為提供更詳細的資料，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證書列出科目及分部（如有）的成績等級。校本評核是

甲類科目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校本評核的成績不會獨立匯報。經過調整的校本評核分數（如有）

將與公開考試成績合併，並在分部或科目等級中一併匯報。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證書如圖三所示。 

 

  
圖三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證書樣本 



附錄 1：組別能力指數 
 
「組別能力指數」基本上可視作一組百分比，用作選修科目和應用學習科目評級的參考。 
 
計算某科目 X 某個等級或以上（例如第 3 級或以上）的組別能力指數 P 的公式如下： 

1  nC nE nM nP b
b C + + L 

=  × b b + b  100%  
bC + E + bM + bL  N E M

C N E N L
M N L 

 

其中 NC 、 NE 、 NM 及 N L 分別代表科目 X 的考生應考四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

學（必修部分）及通識教育科的總人數； 
 

nC 、 nE ,、 nM 及 nL 分別代表應考某個科目 X 的考生在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必修部分）

及通識教育科中獲得某個等級或以上（例如第 3 級或以上）的人數； 
 

bC、bE、bM 及bL 是把科目 X 的標準分與四個核心科目的標準分作回歸分析，得出的回歸係數。 

 
計算出 P 的數值後，某個等級或以上（例如第 3 級或以上）的建議臨界分數為科目 X 分數的 1- P
百分位點。 
  



附錄 2：百分位等值法 
 
部分文憑試的試卷包括一個必答部分，和兩個或多個選答部分。因此，考評局需要進行分數等值，

使選答不同部分考生的表現，能以同一尺度作比較。 
 
分數等值的概念是把某選答部分的分數，以必答部分的分數作中介，轉換為另一選答部分的分數。

又或是把不同選答部分的分數都轉換為必答部分的分數。分數等值涉及三個步驟： 
 
• 按考生表現把每個部分的分數排序； 
• 把每一部分的考生分為多個等份（例如分 20 等份，每等份佔全部考生 5%）； 
• 按各等份的分數分布，把某一部分的分數 轉換為另一部分的分數；如有需要調整相 同百分

位點的分數。 
 
以英國語文科為例，公開考試部分包括四份試卷：分別是閱讀（卷一）、寫作（卷二）、聆聽及綜

合能力考核（卷三）與說話（卷四）。寫作和說話卷中所有部分均屬必答。而閱讀和聆聽及綜合

能力考核兩卷，則只有 A 部分為必答題，考生須作答 A 部分和選答 B1 部分（較易部分）或 B2
部分（較難部分）的題目。 
 
為了以劃一的尺度評估選答不同部分考生的表現，考評局將參考必答部分的分數分布，把較易部

分的分數轉換到一個與較難部分可比的尺度。轉換後的結果稱為較難部分的等值分數。把每一考

生必答部分的分數和較難部分的分數（或較難部分的等值分數）相加，便得出試卷總分，繼而根

據試卷總分進行評級。 
  



附錄 3：潛在特性模型 
 
「潛在特性模型」（latent trait model）是建基於現代題目反應理論的統計工具，能通過分析考生

對題目的反應（考試表現）校定考試題目及估計學生的能力水平。 
 
校定文憑試題目的「潛在特性模型」是根據 Rasch 模型發展出來的。簡單的二值（即只有「對」

或「錯」兩個答案）反應 Rasch 模型如下： 

exp(β n −δ )
p i

ni = Pr{X ni = 1} =  (1) 
1+ exp(β n −δ i )

 
但是，大部分考試題目都不是簡單的只有「對」或「錯」兩個答案的問題，每題答對的得分亦可

能多於一分。這時，需要以下的多級評分模型： 
x

exp{xni (β n −δ i ) −∑
ni

τ ik }
Pr{X = x } = k=0

ni ni  (2) 

∑
m

exp{l(β n −δ i ) −∑
l

τ ik }
l=0 k=0

 
其中 β n是考生 n的能力，δ i 是題目 i的難度，{τ ik }是已經中心化的閾值 (centralised thresholds)，

0

而∑τ ik = 0 . β n與δ i 則統稱為位置參數(logits)。  
k=0

 
這是考評局用作校定某科目公開考試題目與研究測驗題目的模型。為把不同年份的考試分數等值，

考生在某科目任何題目子集的總分將按以下公式計算： 

SubS =∑Ki E(X i )  (3) 
i∈I

 

其中Ki是題目 i的設定權重， I 是該科目的題目子集，而 E(X i )是某一能力水平為β 的考生 n在

某一滿分為mi 分的題目 i的預期分數： 

( i ) = ∑
mi

E X x′P(X i = x′ | β )  (4) 
x′=1

通過同時校定各份試卷和保密研究測驗的所有題目，便可以用相同尺度估計每個考生的能力。 
 
當校定試題的難度後，便可為某一考生能力值計算相對應的整個科目（亦可能包括不同分部）的

分數期望值。在計算過程中，會顧及取得某個分數的概率，以及科目考試可能包括多個獨立分部，

每一分部有不同的比重。該比重是根據試卷結構及考生表現等資料計算出來的。 
 
本模型產生四個核心科目各等級的建議臨界分數，供專家小組評級時參考。 
 
 



從 2013 年開始，為提供一個能將連續多個年度考試等值的基本參考資料，考評局採用以上的「潛

在特性模型」校定（某兩年）公開考試每份試卷中所有題目與保密研究測驗中所有題目的參數，

以作為維持每年等級水平的參考。 
  



如有查詢，請聯絡：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修頓中心 13 樓 
電話：(852) 3628 8860 
傳真：(852) 3628 8928 
電郵： dse@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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