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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研讨会述评 9月21日上午，华东政法

学院的草坪上，该校国际经济法系大三的学生王海洋正在认

真地看书，为明年的研究生考试作准备；而距他不到30米的

大礼堂里，来自全国的近二百名法学专家正在就国家司法考

试和法学教育的关系进行热火朝天的讨论。 记者问王海洋：

你知道你们学校承办的国家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研讨会吗？

你如何看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对你们有什么影响？这位来自

浙江绍兴的小伙子说：我们当然知道这样一次重要的研讨会

，我们法科学生也十分关心司法考试。今年结束的第一次国

家司法考试，我们学校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几乎全部参加了考

试，通过的基本上是平时学习比较认真、基本功比较扎实的

人。我举双手赞成搞司法考试。以前学得不好的人，只要有

关系，就能进法院、检察院；现在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9月19日至21日，中国法学会教育研究会2002年年会在上海召

开，本次年会的主题就是法学界、司法界普遍关心的法学教

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问题。与历次年会不同的是，这次会议

不仅规模大、参会人数多，而且司法部副部长、司法部国家

司法考试司司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及教育部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 法学教育界的名流和司法考试的组织者如此

“零距离”交流，自首次司法考试后，这还是第一次。 法学

教育永远是国家司法考试的基础，这一点成为与会专家的共

识。 全国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院长曾宪义教授说，正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二十多

年法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各法学院系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法

律人才，司法考试才有基础，才可能第一次就获得如此的成

功。36万人参加首次司法考试，这一数字令国外法学界、司

法界人士瞠目。而我国的法学教育在1978年恢复前只有两个

半系，现在全国有298所大学办有本科以上的法学教育。可以

说，法学教育没有今天的规模，就不会有36万考生。不断健

全、完善的高等法学教育体系，也是保证国家司法考试健康

发展的前提。没有完备的、成熟的法学教育，国家司法考试

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西北政法学院院长陈明华教授

认为，司法考试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大学教育的发

达与支撑，离不开法学教育的成效。从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

实际情况看，尽管对于考生报名资格有宽严不等的规定，但

司法考试的实际趋势是，不经过良好的、系统的法律专业训

练，就不可能通过司法考试。 研讨会上，专家们也普遍认为

，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必将促进和引导我国法学教育

的良性发展，提高我国法学教育的水平，推动法学教育的改

革。但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是，司法考试不能成为衡量法学

教育水平的惟一标准，考试不能简单地成为教育的“指挥棒

”。 南京大学法学院的孙国祥尖锐地指出，统一司法考试直

接影响着大学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的培养。审视今天的法学

教育，诸多问题足以使从事法学教育的人感到差距与压力，

这主要表现在：盲目追求数量，法学教育呈泡沫状；教学手

段单调、教学模式单一；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教学内

容陈旧，更新速度较慢；教学投入不足，硬件设施匮乏。 中

南民族大学法学院的邓红蕾认为，目前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



实务脱节，二者的配合和联系不紧密。从事法律教育的人“

底气不足”，使受教育者“营养不良”、“发育不全”；从

事法律实务的人“先天贫血”，从而无力胜任新形势下的法

律工作。她认为，高校的法学教育要在充分考虑国家司法考

试这一因素的前提下，提出科学有效的改革方案。但她同时

认为，法学教育远不止应付国家司法考试，法学教育决不能

局限于司法考试。 司法部副部长刘?r在本次研讨会的开幕式

上说，司法考试作为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

格考试，确实是在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是实现两者连接的纽带。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密不可分。 刘?r的这番话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赞同

。相当多的专家认为，这座桥应该是一座“立交桥”，而不

是“独木桥”。培养“厚基础、宽口径”人才依然要成为法

学教育尤其是本科阶段法学教育的目标。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的教授龚廷泰、夏锦文认为，法学教育的模式应当是多元

化的，应包括职业教育、通识教育以及两种模式相结合等等

，而不是仅仅采用其中的某一种模式。法学教育不能完全以

国家的统一司法考试为导向，在司法考试制度下，不是必须

为适应法律职业的要求，而把法学教育的模式归结为职业教

育。我国法学普通教育仍然应当采取通识教育或者说是素质

教育。通过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是既有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

，又有其他人文社科或必要的科技知识，以及创新意识与能

力的人才；它所培养的是专业素质过硬、人格素质也要优秀

的人才；它不仅要为司法机关培养人才，也要为其他国家机

关甚至企事业单位培养人才。 一些专家认为，我国法科学生

只有一部分毕业后进入司法机关或律师所，通过司法考试的



比例也是很低的。实行司法考试制度较长时间的日本，其法

科毕业生大部分进入其他国家机关或企业。我国的法学教育

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司法考试是从事法律职业的“绿色通

道”，而不是法科学生就业的“华山一条道”，要多方面拓

宽法学人才的就业渠道。 曾宪义教授说，司法考试是一个中

间环节，它是在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

其制度价值在于将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法治精英选拔到法律

职业队伍中。而且，在培养和选拔复合型法律专业人才方面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任务是共同的，在法学教育与司法

考试之间构建新型的互动关系也日益重要。 曾宪义等法学家

也承认，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决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建立起

来的，它必须在法学教育不断改革发展、司法考试制度不断

健全中建立与完善。这需要法学教育界、考试组织者以及司

法界人士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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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