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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_E5_8F_B8_

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82681.htm 视点关注“司法考试

门槛”之四 司法考试的“门槛”到底该多高，这不是一个简

单的理论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现实问题。面对青海省法官录

用“后继乏人”和云南省某些地方“律师荒”的现实，我们

不得不思考司法考试的“门槛”，是不是应有地区差别。 几

个月前，媒体曾报道过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呼吁司法考

试要有西部政策的消息。因为在那里，由于司法考试的通过

率低，法院要按照《法官法》的要求，录用通过司法考试的

人员做法官已变成一件难事。此外，中西部地区还面临着法

官流失的问题。不少现职法官面临着不能通过司法考试，就

要被淘汰出局的压力，而一旦通过了司法考试，他们中的一

些人又“加盟”进了律师队伍。 据笔者所知，云南某些地区

通过司法考试的律师成了“稀缺资源”。云南有23个民族只

有语言，没有文字；有两个自治州自从有律师资格考试以来

，就没有一个考生通过；有12个县拥有律师资格的人员不足

两人。即便这样，现有律师也还在不断流失。面对这种现实

，我们还能坚守“宁缺勿滥”这种观点，以及以西方发达国

家或我国东部地区为参照系，描绘出的司法官职业化的图画

吗？笔者接触到的一些西部地区的业内人士就直言：现在的

某些政策有些“超前”、过于“理想化”，不能适应西部地

区的实际情况。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司法考试的“门槛”还

是考虑到了西部地区的情况。比如国家级贫困县的“门槛”

要低一些，但似乎还不够。要解决西部地区司法官和律师“



后继乏人”的问题，必须在坚持统一司法考试的前提下，兼

顾地区差异，实行差别化的政策。 首先，改变“一刀切”的

思维模式。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差异

很大。在北京和上海，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已相当高，但在

西部某些县，大专毕业生还是“凤毛麟角”。地区差异之大

决定了司法考试政策要统一，但绝不能“一刀切”。“一刀

切”下来的“鞋子”，必然要让很多地区感到“不合脚”。

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地区差异，既要有统一要求

，又要有特殊规定。也即人们常说的：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

。 其次，细化地区差异。现行的司法考试政策，惟一体现地

区差异的是对全国贫困县考生的要求有所降低。但还有很多

没达到国家级贫困县标准的地区，其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

水平也相当落后。全国贫困县标准是一个经济指标，直接借

用过来并没错，但还要增加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等指标。笔

者建议，有关部门不妨利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拿人口

、经济、文化、教育等几把尺子，对全国县级行政区域进行

较为细化的“量体裁衣”，然后制定一个更为科学的能体现

地区差异的政策，使司法考试能大体适应不同类型地区的实

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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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