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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_E5_BE_8B_E

8_80_83_E8_BD_AC_E5_c36_49646.htm 改“律考”为“司法

考试”已成定局，在一阵阵情绪波动之后，广大考生可谓是

“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莲江点点萍”。那么，该如何

调整心态？又该如何迎接司法考试呢？一位网友说得好：“

考试改了，我心依旧。” 一证三用：机遇与挑战并存 取消“

律师资格考试”，统一“司法考试”，对广大考生而言是机

遇与挑战并存。 首先是机遇。初任法官、检察官都要经过与

律师考试同样严格的“全国统考”，国家开始从资格考试入

手，抬高中国司法人员的准入“门槛”。这使更多的人有机

会从事律师、检察官或者法官职业，只要你有能力通过司法

考试。另外，法官、检察官、律师今后将实行“全国统考”

，“潜台词”就是今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可以一证

三用。可见，从“律考”到“司考”，不仅搭建了司法人员

统一从业水平的基础平台，更为广大考生提供了天生我才必

有用的机遇。 其次是挑战。古人语：万事开头难。这主要体

现在两方面：一是就考试难度系数而言，司法考试在难度上

将可能有所加大，这表现为在出题的难度系数中将更加注重

考核考生的法律职业技能素养，突出考核程序法及文书制作

等实务性特征的内容，这将是司法考试未来增加难度的主要

方向；现行颁布的法官、检察官法要求从具有本科及本科以

上学历的人员中选拔，这一趋向一致的本科层位的标准必将

加大理论性考核的难度；司法考试作为一种水平考试，将更

多体现选拔的特点，必将体现考点越来越全面、细致的特征



，带来考试难度的加大。二是从参报人员数量而言，今年可

能是大专学历人员的最后一次报名机会。因此，可以预见，

今年的报名人数将远远超过往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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