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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1_95_E5_A3_AB1_c26_24579.htm 法学研究生李玫（化名）

是个名副其实的公务员“考霸”。一年来，她转战１０个省

市考试，屡战屡败，连今年的全国公务员考试也没放过。其

实她的辉煌简历已足够使她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但是她认

定公务员是金饭碗，地位受人尊敬。 公务员稳定的职业和不

错的收入，在官本位遗风不死的当下，足以让一些人宁做公

务员“考霸”，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实，“考霸”愿当与

否，属人各有志，外人原本也不容置喙。不过，一个法学研

究生甘当公务员“考霸”，抛却其个人意愿，涉及的当前研

究生教育制度以及公务员录用制度，却不能不论。 研究生教

育目的是培养学术创新人才。不过，国内研究生教育发展至

今，这一目的已被学教两忘。去年１２月，在海南博鳌一次

学术会议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师昌绪院士和中国工程

院院长徐匡迪院士幽默的一问一答发人深省。师昌绪院士问

：学生为什么要当研究生？徐幽默作答：拿个学历！师昌绪

问：老师为什么带研究生？徐匡迪再次大笑应和：找几个帮

工的！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当然，我们不能强迫所有研究生

一定要在自己学术领域内安分守己，但如果研究生都抱着找

个好工作的功利愿望，那无疑是研究生教育的失败。可悲的

是，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对身为法学研究生的

公务员“考霸”李玫，很多人认为“其实她的辉煌简历已足

够使她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而非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成绩

。 任何考试都有弊端，高考已比较趋于公平了，但每年还有



蒋多多们或专家学者的批评与质疑。同样，国家公务员考试

也不例外。“一年来，她转战１０个省市考试，屡战屡败。

”与其说是“考霸”，倒不如说是“考试机器”。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即使吃透公务员考试，并遂了愿，但这范进中

举般从考试机床上下来的公务员，很难说是国家之幸、民众

之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读书》杂志执行主编黄平

在和其他学者对话时曾提到，大学应取消法学和管理本科专

业，认为法学和管理都是社会性极强的专业，优秀法学和管

理人才的培养在于实践而非课堂。富有管理社会事务责任的

公务员选拔，是不是亦应有所反思？今年的公务员考试对社

会人员放开了限制，而此前，基本上限定应届毕业生。即便

如此，今年的公务员考试中应届毕业生仍是主力军。不经过

实践锻炼，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管理素质恐怕是一句空话。 因

此，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不仅仅是充实一些应届毕业生

或公务员“考霸”，管理的社会性决定，具有丰富的社会经

验和从业经历的人，才是公务员队伍最需要的。而研究生成

公务员“考霸”，实在是对当前研究生教育制度和公务员录

用制度的双重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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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