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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太难不符合国情 3月14日下午，广东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全

体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的工作报

告。全国人大代表、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菊花在会

上发言，认为目前我国的司法考试制度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

方，如允许非法律专业人士报考司法考试挤占法律专业人士

名额、司法考试试题太难不符合国情等等。 针对赵菊花的这

一说法，大洋网记者采访了列席十届全国人大会议的广东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学军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吕伯涛

，他们提出了一些更为详实的解决办法或不同意见。 赵菊花

：司法考试太难不符合国情 赵菊花认为，司法考试的目的是

提高法官的专业性和专业水平，实行司法考试五年以来，总

体上对法官队伍水平的提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通过这几

年的实践也逐步发现了司法考试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

个问题是报考资格中包括“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士，即允许从来没有学过法律的非

司法专业人士报考。这本来是为扩大司法考试报考面而采取

的一项优惠措施，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一是干扰了国

家的人才计划，因为国家每年各专业的招生应该是有计划性

的，应该是根据各行业人才需求的实际情况确定的。那么，

允许非法律专业人士报考司法考试，可以说是对国家人才计

划的一个严重干扰。第二是挤占了法律专业的资源，因为司

法考试的通过率是有限的，非法律专业人士的报考，必然挤



占了一部分法律专业人士的资源。通过这几年的实践经验发

现，有一些非法律专业的考生，由于应试能力比较强，通过

了国家司法考试，但经过几个月的培训过程和模拟法庭的检

验审核，却发现他们之中许多人执法办案的能力相当欠缺。

这样的人如果进入法院、检察院一线，势必不能适应工作的

要求。再一个负面效应造成了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人才从

业混淆的双输局面。 赵菊花还认为，目前的司法考试试题存

在问题，一是题量过大，大多数考生做不完试题。导致许多

考生，包括法律专业研究生，经历过多次考试仍不能通过考

试。其负面效应一是导致考生过于强调应试能力培训，忽视

了实际操作能力和法律精神的培养，二是直接导致了目前已

经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法官、检查官的断层。这些事实都证明

，目前的司法考试制度存在一些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问题，脱

离了目前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造成了国家培养

出的大量专业人才的浪费。从这个角度来看，司法考试成为

了卡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一个瓶颈。 张学军：司法考试的问

题和缺点要改进 张学军检察长认为，司法考试实行五年以来

，其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实行司法考试以来，

成为法官、检查官和律师的门槛提高了，有效地防止了一些

素质低的人进入了法院、检察院和律师队伍，这样对于提高

办案质量和法官、检查官、律师队伍的素质有很大的好处。

过去一些靠批条子、走关系进来的现象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司法考试制度应该说是功不可没。 但张学军也承认，在肯定

司法考试制度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存在的一些问题。

正如赵菊花所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试题面太广、量太大、通

过率低，被称为“天下第一难考”，每年十几万人参加考试



，只有4％的通过率。这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情况

不相适应，形成了矛盾。一方面我们需要大量的检查官、法

官和其他法律人才，而司法考试门槛太高致使大量法律院校

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都难以通过，供求关系不

能平衡。第二个问题就是报考资格问题，一些本科以上非法

律专业毕业生虽然通过了司法考试，但因为缺乏四年正规法

律教育的基本功，导致长期办不了案，形成了一种“空壳”

现象。而一些能办案、司法经验丰富的人却因为应试能力不

强，无法通过现在这种门槛太高的司法考试取得相应资格，

这就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对于第二个问题，张学军认为，如

果不能在报考资格上设限（只允许法律专业学生报考），就

应该采取“补课”的方式，让通过了司法考试的考生在正规

院校修完四年法律专业本科课程，打牢法律的基本功，这样

他们在实际办案中上手就快。 针对第一个问题，张学军说，

司法考试的题量应该适当减少，难度也应该适当降低，而通

过率也应该相应提高，这样才能适应当前国家急需法律人才

的实际。对于具体的考题问题，张学军说，一些“似是而非

”的、法律学术界专家学者都还存在争议的考题不应该出；

一些刚刚通过的、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学过的新法律，应该以

考条文的形式出题，而不必要考分析、展开评案等等；另外

就是“参考答案”要明确，不能再出现一些错误现象。张学

军还说，许多司法考试考生觉得考题中“陷阱”太多，许多

法律专业因为作了部分探究反而“中计”，而一些没有作出

深入探究的人却可以“碰”对。 张学军总结说，不能简单认

为“司法考试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虽然目前最高层对于

司法考试是否需要改革、该如何改革还没有具体的意见和办



法，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缺点确实需要改进，使司法考试

更健全更完善，更好地发挥好“准入关”的作用和适应“人

少案多”的实际情况。 吕波涛：非司法专业学生报考问题不

能一刀切 对于司法考试是否太难的问题，吕伯涛院长则认为

，现阶段司法考试录取比例低，肯定有它提高司法队伍水平

的道理；基层代表认为它过于困难，是基于许多法院、检察

院工作人员通不过司法考试的实际情况，至于司法考试难度

到底应该订多大、用什么方式考比较好、正如代表们多提到

的，应该由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协同解决。至于非法律

专业学生通过司法考试进入法院工作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

吕伯涛表示，有些非司法专业考生知识面广，社会经验丰富

，再通过自学法律通过司法考试进入法律界，工作得挺好；

但也有一些像赵菊花代表所说那样应试能力强、实践经验不

足的人员。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一刀切，不能认为非司法

专业考生考进来就一定不好或一定好，而需要全面地衡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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