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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司法公正 目前，参加上海大学校长论坛的校长们透露，

教育部正在调整大学专业目录，一些现有的本科专业可能明

后年将不再设置。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认为，法学专业不应

该在本科设置。现在有专门的法律硕士，就是培养法律实用

人才的。而本科层次培养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很难从事相应

的工作，专业的法律人才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结构。 法律教

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基础，而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

业者的精英化，是司法公正的前提。目前，我国的法律教育

是按素质教育设计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教育处于一个两

难的境地：法律职业要求关注技能，而在没有足够的人文教

育的前提下，仅关注技能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法律专业人

员；而注重人文教育，又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职业训练。特

别是我国大学法律院系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高中毕业生，

缺乏足够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经验，人文教育又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我国目前明显存在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的现象

。如何找到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平衡点，这是所有高等法

律院系亟需解决的问题，而法学专业不在本科设置，应该是

解决的办法之一。 在我国，大学教育其实是一种就业教育，

本不应过早地嵌入某个专门领域。而法律更是一种文化的学

习，法学专业不适合在本科阶段设置。法学专业在一定程度

上是为了选拔少数人才从事法律职业，因此，法学专业的学

生必须知识面宽，不仅要懂法律，还要有经济学、社会学、



逻辑学乃至心理学的知识，将各学科融会贯通，同时必须了

解社会。如今，社会对法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有

经济才能，更要有社会、政治能力。就此而言，法学专业应

在更高层次的学历设置。 在我国，法律教育从职业高中到博

士，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层次不齐，严重影响了执法水平。因

此，我国司法界的问题不是人太少了，而是人员素质差距太

大，越到基层素质越低，给公众的印象也就越差。根据经济

学的原理，一个队伍行进的速度，是由走得最慢的人决定的

。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需要高水平

的法律专才队伍，而不是多层次的队伍。在这个意义上，法

学专业确实没有必要在本科阶段设置，毕竟法学教育不是全

民普法。尤其从建立法治国家的角度出发，我国的法律教育

也应向高起点发展。 从国外的通例来看，要培养出有一定人

文素养同时又有较高法律技能的人员，一般需要6年左右的时

间。如在美国，人文教育放在法学院之前的本科阶段，然后

进入法学院用3年时间进行法学专业教育。美国的这种法律教

育是一种高起点、高层次的教育，生源起点高、质量好、专

业背景多元化。而由此选拔出来的少数精英从事法律职业，

才能保障公正司法所必须的人才资质，才能提升司法的地位

，才能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特别是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身

份保障制度。尽管仅仅依靠提高法学专业起点并不能保障司

法公正，但是，任何司法的变化都源自法律专业人员的变化

，高起点的法律专业设置必将提高司法人员的进入门槛，这

对于增强司法公正显然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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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