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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4_B8_93_E4_c123_279966.htm 进入公检法的比例越

来越低，从事本行的越来越少，已经成为法学专业就业难的

最显著特点 企业已经成为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增长点 

临时就业、不就业、假就业现象多 调查样本 【中国政法大学

】 06级法学专业毕业生1400多人，正式签订进入法院的有80

人，检察院50人，公安局39人，大多数进入地方基层机关。

“本行比例”13% 【北京交通大学】 06级法学专业104名毕业

生中，继续深造24人，派遣回原籍6人，7人待业，剩下76人

中有3人从事政法工作。“本行比例”3% 每年年底到第二年

年初，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忙碌的第一个高峰期，公务员考

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各种招聘会接踵而来。面对日益激烈

的竞争，毕业生们似乎已难以找到初入大学时的喜悦与骄傲

。 作为连续几年在一类学科中就业率垫底的法学专业的毕业

生，似乎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法学专业热招生冷就业的话题

一直为人们所探讨，而去年关于取消本科法学专业设置的说

法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法学专业缘何由香饽饽变成烫手的

山芋？毕业生们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境？造成这些困境的又

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高校改革的几年里，招生人数的增加、

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开设都促成了法学专业的不断壮大。

在这样的大潮下，形成了较为有代表性的培养法学专业人才

的几股力量：一类是传统名校，这些院校的扩招使得更多学

子投身到法学专业中；另一类是一些新开设法学专业的院校

，其中许多工科院校法学专业的开设很具代表性。这些院校



大多顺应发展“综合性大学”的潮流而纷纷开设文科专业，

而首选便是较具有实用性、报考热门的法学专业。伴随着高

校法学专业的不断壮大以及社会对于国家法治建设需求的舆

论导向，法学专业在广大考生心目中被塑造成了需求广大、

发展前景良好的热门专业，因此许多考生为了选择这样一个

好专业而高分考入这些工科院校法学专业。 作为一直以来为

社会输送了大量优秀法律人才的中国政法大学，几年来法学

专业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而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

设法学专业、以工科为主的北京交通大学，法学专业就业率

同样在90%以上，甚至高于许多该校的传统优势专业。如此

高的就业率为何还是引起就业难的频频争论？数量能否反映

真正的质量？ “专业对口”已成奢望 对于法学专业的毕业生

，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对口”应该是进入公检法机关或是从

事律师职业。但由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设立，使得本

科生要想成为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必须在毕业后通过国家

司法考试，这就造成了”毕业证“并不能成为”职业准入证

“的现状。 现实情况是，一部分毕业生选择先在其他部门暂

时就业，边工作边准备司法考试；一部分干脆暂时待业，专

心准备考试；较为幸运的进入法院或检察院，也要和用人单

位签订一定时期内通过司法考试的协议，否则只能被淘汰。

而司法考试每年10%左右的通过率，更是将一大批本专业毕

业生挡在本行工作门外。从事本行业工作的低比例，成为法

学专业就业难的最显著特点。 以中国政法大学为例，06级法

学专业包括双学位在内，本科毕业生为1400多人，正式签约

进入法院的有80人，检察院50人，公安局39人。进入公检法

机关的比例超过了10%，这对于本科学历、还没有通过司法



考试的毕业生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然而从就业结构上看，

中国政法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解廷民介绍说：“这将近170

人中，大多数是进入地方基层机关，留京的比例很低；且在

地方的分布也主要取决于地方政策对于政法机关的需求，并

不是稳定的就业渠道。例如2006年深圳中院招收了8人，算是

很好的就业机会，然而并不是每年都有这样的机会。此外，

还有8人是按照支边计划到西藏工作。”另据从事律师职业、

进入企业从事法务工作以及进入司法局、公证处的数字统计

共20～30人左右，中国政法大学2006级毕业生从事传统意义

上的”本行“工作的比例仅为1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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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