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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月20日，通过2006年司法考试的考生可向所在地市的司

考办提出授予法律职业资格、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

申请。这一消息对于今年参加司法考试的28余万名考生来说

，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尤其是对于在司法考试中所占比

例不低的法院检察系统和律师行业的考生来说，意义更是非

同小可。 本网推出的这组报道，记录了这些法律职业人群备

战司考的酸甜苦辣。他们用自己参加司法考试的经历说明：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项制度有利于全面提高法律职业人员的

专业素质，有利于推动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但要完善这一

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6年司法考试考生构成 年龄结

构 25岁以下41.78% 26至35岁46.78% 其他11.44% 学历结构 双学

士4.79% 法律专科5.27% 大学本科89.94% 职业结构 应届毕业

生14.14% 检察院8.16% 法院系统11.87% 在校研究生7.79% 律师

业4.76% 其他53.28% 国家司法考试大事记 2002年 3月13日，司

法部发布《国家司法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试行) 3月21日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司法部设立司法考试

司 3月28日，国家司法考试监察工作暂行规定出台 3月30日

、31日两日，第一届全国司法考试统一举行，36万余人参加

考试 2003年 7月1日，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开始报名，学历放

宽 8月25日，司法部召开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考务工作会议，

强调完善制度重在落实 2004年 7月5日，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

办公室就港澳居民参加2004年司法考试具体事项发布公告 10



月23日，司法考试评卷视频短片可供考生浏览 2005年 5月24日

，司法部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参加

国家司法考试若干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月29日，第二

次全国司法考试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司法考试制度三五

年内要有重大进展 6月11日，司法部召开首次国家司法考试监

察工作会议，提出加大司法考试监察力度，严惩违纪违规行

为 7月29日，司法部出台《国家司法考试应试规则》和《国家

司法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 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身患

绝症奋斗不止连考15年 他是一位很平凡的人，15个春秋，15

次参加律师资格或国家司法考试，每次都以几分之差榜上无

名。 他又是一位极不平凡的人，身患绝症却毅然坚持参加了

今年的司法考试，凭着对法律的执著追求，与病魔誓死抗争

。 他，就是今年国家司法考试甘肃武威籍考生张永全。就在

参加完司法考试后不久的11月12日，他因胃癌晚期，不幸去

逝，终年55周岁。 12月3日，记者拨通了张永全生前所用过的

电话，他的两个儿子以及亲朋好友向记者讲述了张永全一生

鲜为人知的司法考试之路。 “太遗憾了，我父亲最终也没能

实现通过司法考试这一愿望。”老张之子张罕峰哽咽道。 张

永全，1975年从军队退役后自学法律，取得了法律专业大专

学历，考取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生前在武威市经济

开发区法律服务所就职。 “今年7月初，我父亲被确诊为胃

癌晚期，家里人都极力劝阻，但父亲却毅然坚持报名参加国

家司法考试。”张罕峰回忆说，亲人们十分担忧老张的健康

，他却很平静，起早贪黑地复习备考。 与老张特别熟悉的武

威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蔡菊花，这样描述了张永全今年参加司

法考试的情况：“在考场上，他和其他考生一样认真审题、



仔细填涂。每坚持到两个小时，他就脸色苍白，额头上渗出

层层汗珠⋯⋯两天考试终于结束了，在监考老师的陪同下，

亲人们把他送进了医院。” 对此，很多人难以理解张永全的

这种执著行为。他的妻子说：“我最理解他，他酷爱法律工

作。” 老张生前的一句话颇有深意：“追求是最高境界。”

也许，这种境界就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执著吧。 各方人

士 完善司考制度任重道远 “两间房子4个人，两台电脑一台

打印机，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办公设备。”甘肃省司法考试中

心副主任张兰生如是说。 的确，在他的办公室内，除了一堆

高过一堆的文件外，几乎再没有其他设备。 然而，就在如此

艰苦的办公条件下，却产生了一串令人欣慰的司法考试统计

数据：2002年至2006年，甘肃省共有17381人次报名参加了国

家司法考试，1377名考生合格，5年来的司法考试资格通过率

依次为4.3%、6.7%、7.5%、11.7%、13.7%，逐年上升。 然而

，通过率逐年提高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地处大西北的

甘肃省有43个国家级扶贫县、7个省级扶贫县、3个少数民族

自治县。从2002年到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对以上地区实行

放宽政策，降低合格分数线。由此，“司考移民”现象也逐

渐抬头，开始玷污“司考”这块“净土”，这也是让张兰生

颇为头疼的事。 在一些专家眼里，司法考试也有一些问题待

解。在今年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司

法考试的目的在于设立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准入条件，最大

限度地保证每一个司法从业人员能够胜任该特殊职业，从而

保障法律的公正和正义价值的实现。“目前我国采取一次性

书面考试的方式，其中四分之三的题型是选择题，总的特点

是覆盖面广，问题开口小，对考生的分析问题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不能较好反映。由此而取得的成绩主要反映考生的记

忆能力和对法律一些基本条款及司法解释的一些基本内容的

掌握程度，很难反映出考生的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判断能

力等，而这些能力恰恰是从事法律职业者最应当具备的基本

能力。” 针对出现的问题，专家学者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其中呼声最高的是采取阶段性司法考试模式，实行阶段淘

汰制。 专家们认为，阶段性司法考试模式应至少分为两个或

两个以上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考试全部采取客观题的方式，

特点为考查范围广、难度比现行司法考试选择题相对简单，

主要考查考生对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学理论基础的掌握程度。

第二阶段的考试全部采取主观题的方式，由考生书面作答，

考查考生的法学应用能力，侧重检测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及其思维过程和理论素养。 权威人士指出，几

年来，根据现实需要和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本着“基本稳定

、适当调整、不断完善”的原则，从各个方面对司法考试制

度进行了一些改进和调整，司法考试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但由于司法考试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还处于建设

的初创阶段。要建立一套相对成熟的、能适应我国国情的司

法考试制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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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