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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网上报名工作已经开始，广大考生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

是否能够通过考试。司法考试素来以其涉及人员面广、试题

难度大、科目多、通过率低而被人们戏称“天下第一考”。

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凡是初任法官、检察官、公证员以及取

得律师从业资格必须通过司法考试。现实的情况是从司考确

立的2002年至2004年3年间司法考试通过率平均不到一成，通

过人员分布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大专院校，西部法院、检察

院已经由于通过人员少且人才向东部流动等原因出现人才断

层。因而，有关司法考试门槛是高还是低的争论在社会上一

直没有停止过。近日，记者再次聚焦这一话题时，发现被采

访的官员、学者、律师们的观点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观点激烈交锋。 司考门槛高低必须符合中国国情 主张降低司

考门槛和大幅提高通过率的是国家司法考试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怀效锋。他认为，司法考试应该从中国

法律教育的普遍水平和人才需求状况出发，确定考试门槛和

通过率。他举例说，全国现有法律院校在读学生36万人(以本

科生为主)，每年毕业人数在9万人左右，他们绝大多数要参

加司法考试，再加上往年积压的人员，所以每年学法律专业

的待考人员在15万人左右，按20%通过计算，应当不少于3万

人，但目前仅1万多人，即使通过率达到20%，仍有80%的法

律专业毕业生因无法通过司法考试而不能从事法律工作。因

而这种状况亟须改变，否则会造成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对



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当记者问及，对德国、

日本、美国的国家司法考试通过率仅为2%的问题应该怎么看

时，怀院长说，由于发达国家的司法考试制度有上百年的历

史，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比例，而我国确立司法考试制度仅仅3

年，各行各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都很迫切。因而确定司考通

过率的高低必须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每年我

国法院、检察院自然减员约2万人左右，而以法院、检察院通

过率最高的去年计算，法院通过3500人，检察院通过2100人

，总计5600人，也补充不上法院、检察院的人员缺口。当然

，这里边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法院、检察院在岗的

通不过，另一方面，通过的又进不来(编制无法解决)，加上

西部地区即使放宽了条件通过者也寥寥无几，而通过司法考

试的人员又向东部地区流动，目前造成了基层法院和检察院

出现了断层。 当记者问及，降低门槛会不会造成人才质量下

降的问题时，怀院长表示：质量永远是相对的，再过几年办

案人员都没有了，还谈什么质量呢？他举例说，据2003年青

海高院所做的统计，87%的基层法院法官人数仅为3至4人，遇

到发回重审的案件，根本无法组成合议庭。这种状况到了必

须解决的时候了。 怀效锋院长还强调司法考试本身不能造就

法律人才，它只是法学教育和司法实际需求的中介，是确定

法律人才入门的统一尺度，因而不要给人以高处不胜寒的感

觉。 降低司考门槛将阻碍法律职业化进程 国家检察官学院副

院长张志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反对降低司法考试门槛

。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降低司法考试门槛，解决西部

法律人才缺乏的问题，无异于短路式对接。”他认为，这样

做后患无穷，势必造成人才品质的下降，背离了法制的目的



，延缓了法律阶层的职业化进程。他说，法官法、检察官法

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必须通过司法考试的要求已经是个底线

了，其制度的本意是将那些不能达标的人拒绝在大门之外。

如果让大量不合格的人员流入司法队伍，就会造成法官、检

察官素质下降，使人们从制度上对职业化的期待落后，必将

延缓国家的法制进程。 张志铭老师还说，解决西部法律人才

馈乏用降低司法考试门槛的做法是一个简单的思考，不是对

症下药的良方。他说，有一个现象也要关注，中西部地区通

过司法考试的人纷纷从法院、检察院出来去做律师，或向发

达地区流动，这说明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还很欠缺。他

认为，要通过制定奖励机制，提高薪水、待遇，引导人才流

向，使得优秀人才向往做法官、检察官，这才是解决问题的

根本办法。 张志铭老师还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

我国目前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太少，法律服务门槛高(必须是律

师)，大量的简单纠纷如果请律师做成本太高，如果能将没有

通过司法考试的法律专业人才充实到基层法律服务中，将产

生双赢的效果。当然，这需要制度上的完善。他还说，准法

律工作者在国外也大量存在。 入列律师队伍司考门槛还应更

高 汉卓律师事务所主任韩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88年他

通过律师资格(司法考试前身)时通过率只有4%，而现在超

过10%，通过率太高了。他的理由是，发达国家司法考试通

过率只有2%左右，目前我国法官、检察官正在向精英化转变

，如果降低司法考试的门槛，那么他们的素质谈何提高呢？ 

一位2002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年轻律师说，从他毕业后

到律师事务所工作，至今，其所在城市律师事务所翻了一番

，律师人数急剧上升，律师业竞争更加激烈，如果降低司法



考试门槛，势必造成律师队伍越发膨胀，僧多粥少，业务难

以为继。 还有律师谈到，近年来，出现了没有受过正规法学

教育的考生通过率，高于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考生通过率的

情况。而是不是通过了司法考试的人就真的懂法律了呢？一

个法律人才不仅要具备法律知识，还要具备法律思维和法律

修养，而法律思维和法律修养不是一次考试就能解决的。同

时，一个司法考试高分的学生，并不等于他能当一个合格的

法官、检察官或律师。 记者在采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金友

和司法考试学院负责人刘守仁时，他们都认为目前的司法考

试门槛并不高，甚至认为还应更高。 最后，司法考试门槛降

不降，通过率是高是低，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是件好事，

因为大家的目标和愿望是一致的：期盼法治事业兴旺。 相关

链接 2002－2004年全国累计66万多人参加司法考试 三年共

有66400多人考试合格，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2002年以来，三次

考试平均合格率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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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