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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北京大学法学院一教授对自考生考研颇有微词，

认为“大量自考生进入复试，而把北大自己的优秀生拒之门

外，是法学院的悲哀、北大的失败”。此言一出，引发了一

场广泛的社会争论，直到现在辩论仍在继续。在不拘一格选

人才的现代社会，为什么这种言论会出之专家之口？在我们

的人才观中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的傲慢与偏见？ 北京大学法

学院一教授在课堂上发表言论，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自考生

进入北大法学院研招复试颇有微词，认为“大量自考生进入

复试，而把北大自己的优秀生拒之门外，是法学院的悲哀、

北大的失败”。此话一出，舆论哗然，网络上、媒体上随即

引发各方激烈争论。尽管此后该教授又郑重声明，网上记录

的话只有部分属实，自己绝无歧视、侮辱自考生之意，然而

这些偏激的言论和看法还是引发了自考生的强烈不满。 “北

大教授关于自考生的那些话可能在当时特定氛围中说的，可

能是出于对部分自考生不满，或者对某种考试方式不满的一

时激愤之语。但是作为一名法学专家，说出这样的话是不适

宜、有失偏颇的。其实在北大法学院，也有自考生考上研究

生的，这些事情就在他身边，实际上他对自考生缺乏了解。

”通过自学考试考上辽宁师大英语系研究生的韩建林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自考生请客观公正看待我们 不可否认，

在今天的社会中持有与北大法学院这位教授类似看法的人并

非极个别。据记者了解，对自考生考研能力持否定或怀疑论



的人大致是出于以下两种偏见：一是认为自考生大多是当年

高考落榜生，是高考人才选拔竞争中的失败者。“失败者”

如今却要反败为胜，甚至要挤掉当年的“胜利者”而荣登研

究生这一“宝座”，这令许多当年的“胜利者”感觉很不舒

服，于是他们愿意大谈“出身论”，划一条线，将自考生与

统招生隔绝开来。另一种观点是担心自考生缺乏正规系统的

专业教育，而在研究潜力上有缺失。据了解，很多大学老师

面对考研的自考生时就存在这样的疑问和担忧。 那么，曾经

的高考失利真就意味着永远失败吗？自考生就一定缺乏研究

潜力吗？ 韩建林认为，自考门槛低，只要想学的人就可以进

来，从入门门槛来说，进来的人水平肯定不齐，但是它有严

格的宽进严出制度，要考过一门课很不容易，有的人两三年

都通不过，通过各门考试拿到一个文凭证书就更不容易了。

这一点跟统招生恰恰相反，统招生只要通过了入门这一关，

以后的考试基本上就没问题了。韩建林在大连某大学听过课

，期末考试前，老师让学生在讲过的书中划重点，出复习题

，甚至一再缩小复习范围，考试就在这个范围中出题。韩建

林反问到：“经过过五关斩六将进入研究生复试的自考生，

与统招生接受的是同样标准的检验，怎么可以说自考生缺乏

正规系统的专业训练、缺失研究潜力呢？统招生中就没有缺

乏正规系统的专业知识、没有研究潜力的学生吗？” 教育界

人士认为，根据某个群体的某些外部或形式特征，对这一群

体作定性的描述，并据此与另一群体作比较是缺乏科学性的

，而运用某些个例更不能说明问题。要说明自考生与统招生

的研究潜力，必须有一定范围、一定量的抽样跟踪调查，比

如两组多少人的、长达多少年的跟踪调查，分析他们在各自



的岗位上的发展状态，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即使目前许多

专门机构作的抽样调查，也因缺乏科学性不能令人信服，何

况目前还没听说哪家专门机构对自考生和统招生作过类似的

调查比较。 因此，相关人士认为，在现代开放民主社会，不

应该产生对自考生群体的这种社会偏见。韩建林也希望自考

生要发愤，用自身的行动和成效影响社会，拨正社会对自考

生的认识，而不要被社会舆论所左右。 郭荣庆，去年从自考

生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生。他认为不能说

自考生都是死记硬背考上研究生的。有些东西例如法条必须

死记硬背，统招生不死记硬背也不行。但是仅死记硬背不行

，不理解是不可能通过严格的法学考试的。在联系实际加深

理解上，自考生有一定的社会经历，有工作实践，比统招生

优势更大一些。比如一些法律纠纷，特别是涉及经济发展的

，牵涉到各方利益，需要社会协调，需要各方妥协，怎样正

确运用法律条款，有过社会阅历的自考生对此就有更深的理

解。对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案例的判决，就有切身的体会。郭

荣庆认为，北大自考生事件引起的讨论是一件好事，通过讨

论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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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