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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7_82_E5_8F_B8_E8_c122_481725.htm 所谓司考，就是司法

考试的简称，2001年的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使本来属于想

做律师人们参加的考试，司法机关也参加进来。法院系统和

检察院系统乃至公安系统的内部都有自己的专门的考试，只

要是通过了各自内部的考试，就可以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

也就是可以进行任职了。法官检察官的认定在2001年以前全

部是按照自己的各自内部的一套系统和程序在走。这种内部

的考试和任免制度，不免也遭到了很多行业人的非议，比如

认为法院自己的内部人员考试的简单，检察院系统内部任免

容易，等等。作为法律共同体的律师的考试确需要参加全国

系统的考试，那就是律师资格考试。全国的人进行竞争，能

够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看不起法院和检

察院的工作人员，并且认为这种任免的方式是十分的不公平

的。 中国的司法制度的改革好像十分的缓慢，“千呼万唤始

出来”还是充满了疑惑，中国的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直接参

照了日本的法曹考试，律师和法官、检察员和公证员都是从

事法律职业的，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必须是在同一个起跑线

上。在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文件公布出来的时候，全国人民

似乎还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不过第一届的司法考试在大家

充满疑惑和等待中终于开考了。 在等待分数的日子里，我记

得很清楚，当时很多将来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在一起经常讨论

当时分数线的问题。有的说法官和检察官的分数线肯定要比

律师的低，因为法官和检察官有国家机关作为一个强大的国

家机器来为其说话；有人说法官和检察官的工作十分的忙。



在时间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参加考试是很值得照顾的，分数线

肯定要比律师的低，因为有人向他们说话。但是律师却就不

一样了，因为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人，大部分是一些无业游

民，就想着通过考试将来能吃饭，谁又会关心这些人呢？曾

经一时认为，律师的分数线和法官与检察官不是一个分数线

是理所当然。 时间在猜测中度过着，终于到了分数公布的时

候，统一司法考试的分数是统一的，对任何人没有因为职业

的不同而进行照顾。 当一个结果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候

，我们甚至还来不及接受他，但是它确实已经在我们的身边

。 司考就按部就班的进行着，但是变化最大的就是第四张卷

，突然出现了论述题，不仅仅是案例分析和文书写作，对于

参加司法考试的学人或许有点打击，因为传统的法条的背诵

已经不能再应付这种高精尖的考试了。曾经一度出现过法学

的博士和硕士不能通过考试，但是本科学习理科专业的学生

反而就能轻而易举的通过，难怪很多法律专业的学生望题兴

叹，而很多学习理科专业的学生却暗自窃喜。 司法考试的通

过与否和自己的奋斗是分不开的，但是通过对通过考生分析

，本科学习理科的学生反而容易通过，原因是学习理科的人

逻辑思维能力要比文科的人强，理解能力比文科较强，司法

考试的题目也就往往是针对法条出题，对于法条的理解理科

学生要比文科的强，刚好是对路，故就容易通过；其次，文

科的学生，尤其是法律的硕士和博士，对法律的学习可以说

已经很熟悉，不但知道法条的表面意思，更知道其立法原意

，这样，面对着司法考试的题目就开始发挥，一发不可收拾

，结果也就得不出正确得答案，而理科的学生，对法律的理

解仅限定再法条的表面，而司法考试很多就是针对法条出的



题目，故理科生容易通过；再次，自考的学生容易通过，正

规大学四年的本科生不容易通过，研究生也是这样的。因为

自学考试的学生在参加一门门的考试时候，已经养成了一个

很好的习惯，就是拿到书本看到的全部是题眼，知道命题的

方西和思路，而普通的大学法学教育则注重对理论的讲授，

所以重理论轻实际。 现在的司考已经将法学的理论作为了考

试的重点，重点是表现在最后一卷的论述题，这样对于真正

法律专业出身的人也许是有好处的，但是司考的真正改革不

仅仅是这些，应该在报考条件的要求进行限制，比如非法律

专业的不允许报考等，既然要改革就要彻底，否则就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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