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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82806.htm 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

士的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将法律硕士的学习与司法研修合二

为一；司法考试与每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时进行，允许大

学四年级学生参加司法考试；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即进入法

律硕士的学习阶段，时间为二年半左右；获得法律硕士学位

，意味着通过了司法研修考试，从而有资格从事审判、检察

与律师职业。这样的改革可以解决法学教育资源浪费和通过

司考者缺少司法研修的弊端。 问题：法学教育资源浪费严重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的教育资源紧张，但在法学领域，

教育资源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一方面是许多人想上大学却

上不了大学，另一方面，许多人在盲目地攻读法律硕士、法

学硕士与法学博士，不需要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的机构大量

招收法学硕士、法学博士。 现阶段的法律硕士教育效仿的是

美国JD的培养方法，但在我国，由于各种原因，不可能达到

像美国那样的培养效果。笔者斗胆地认为，现行的法律硕士

培养并不成功。一方面，许多法律硕士毕业生仍然不能通过

司法考试，不能进入法院、检察院工作，也不能担任律师，

依然从事本科生就可以从事的工作(许多法律硕士毕业生之所

以找到了工作，是基于其本科专业的优势)，造成了教育资源

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有一些法律硕士毕业生虽然通过了

司法考试，进入到司法机关工作，但由于法律思维的训练时

间过短，难以胜任审判、检察等工作。因此，笔者建议，让

通过司法考试的人作为法律硕士生进入重点法律院校学习二



年半左右，使司法考试成为法律硕士的入学资格考试；通过

司法考试的人员，如果要从事审判、检察、律师职业，必须

进一步获得法律硕士学位。这样可以克服上述两个方面的弊

端。 我国法学教育资源的另一严重浪费现象为，司法机关、

律师行业以及公司、企业等有为数太多的法学硕士与博士，

而且各行各业对学位、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大学招收

的法学硕士、博士生越来越多。实际上，法律的生命在于经

验、在于生活；从事司法实务并不一定需要高学历与高学位

。只有从事教学研究的人员，才有必要攻读法学硕士与博士

学位。司法考试与法学硕士的考试同时进行，可以使法律专

业本科生尽早作出选择：如果打算以后从事法学教学研究，

就攻读法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如果打算以后从事审判、检察

与律师职业， 就参加司法考试，进一步获得法律硕士学位；

如果打算从事其他职业，就不必攻读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

博士学位。这样既可以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也避免了法学

本科生通过司法考试后不经过司法研修就直接从事审判、检

察、律师职业的现象，从整体上提高了法官、检察官、律师

的素质。这也不意味着法律专业本科生对此后的职业必须“

一锤定音”。如果取得法学硕士、博士的人，难以胜任教学

研究工作，希望从事审判、检察、律师职业的，也可以再参

加司法考试(是否仍需取得法律硕士学位，可以研究)；同样

，通过司法考试并取得法律 硕士学位的人员，也可以攻读法

学博士学位或从事其他职业。 出路：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合

二为一 在任何国家，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都要经过二年半

左右的司法研修并经考试合格后再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

队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的司法研修所，主要任务



是对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进行上岗前的培训。在我国现阶段

，由于司法考试的出题、改卷、参考人员多等诸多一时不可

能改变的原因，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大多仍不具有直接顺

利从事审判、检察、律师职业的能力(有的非法律专业的人，

背三个月的司法考试指导书就通过了司法考试；有的法学博

士几年也难以通过司法考试)。所以，不经过司法研修就可以

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队伍的现状，并不理想。但是，由

于师资、财力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不可能建立庞大的司法

研修所，现有的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不可能同时

承担几万人的培训任务；如果由各省的法官学院、法官培训

中心等承担司法培训任务，必然降低培训质量，不利于迅速

提高司法人员与律师的整体素质。而由现在具有法律硕士培

养资格的法律院校共同担任此项任务，则比较理想。即，将

现阶段具有法律硕士培养资格的法律院校(以后也可以增加)

的法律硕士教学工作，转变为司法研修性质的培训工作，时

间仍为二年半左右，其中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司法机关实习

；使通过司法研修考试的人员，获得法律硕士学位。这便可

以克服上述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应当经过司法研修，而国家

又没有(也不可能有)庞大的司法研修所这一矛盾。 由于现阶

段国家的财力有限，让具有法律硕士培养资格的法律院校无

偿承担司法研修性质的培训工作也不合适，故目前可以仍然

采取由考生缴纳法律硕士(司法研修)的培养费用的办法。如

果通过了司法考试的人员经济困难，不能缴纳培养费用，也

可以不攻读法律硕士，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担任书记员

，或者在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助理等职。 本建议可能遭受的

异议是，开展法律硕士教育，主要是为了让非法律专业的本



科毕业生学习法律，从而培养复合型人才。其实，这是一个

很大的误解，也可以说是很陈旧的观念。 在推行依法治国的

时代，随着各种证据规则的健全、专家证人制度的设立等，

法官、检察官、律师不必是所谓复合型人才。例如，一位学

医的本科生毕业后攻读现在的法律硕士，即使通过了司法考

试成为检察官，也不可能、更不应当由他来作法医鉴定。这

样的检察官反而可能以自己懂医为名，擅自推翻法医的鉴定

。这是法治原则与正当程序所不能允许的。况且，人们现在

认为法官、检察官总体素质低，也并不是因为法官、检察官

缺乏法律外的知识，而是因为法官、检察官缺乏法律思维与

法律适用能力。 本建议可能遭受的另一异议是，现阶段急需

大量法官、检察官，如果进一步提高担任法官、检察官的条

件，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其实，目前的法律硕士、法学硕士

等培养办法也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因为大量的法律硕士、法

学硕士由于各种原因，根本没有甚至不愿意从事审判、检察

、律师工作。相反，按照笔者的建议，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能

够从事审判、检察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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