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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却热度不减 ■法学毕业生：最好的前途是当律师，最

差的前途也是当律师 ■法学老师：就像“玻璃上的苍蝇，前

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没有的” 9月，正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到

新单位报到的时间，而对于法学毕业生来说，他们正在备战9

月17日即将进行的国家司法考试。 几年前，他们以学校最高

的分数考进这一令人羡慕的专业；几年后，他们却面临一种

尴尬的局面，要么改行，要么先跨过横在面前的司法考试这

一门槛。因为一名法学专业毕业生想进入法院、检察院工作

，目前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通过公务员考试；其

二，通过司法考试。>>>司考：圆您“法律人”之梦 向它发

起挑战 一些专家指出，法学毕业生正在遭遇就业瓶颈。这一

切究竟是因为制度出了问题，还是用人机制不够合理，值得

社会反思。 现象 报考时热门就业成冷门 据教育部有关部门调

查显示，近年来法学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较低，有的院

校只有30％左右。 8年前，刘同学高分考进了福州某高校法律

专业。大学毕业时，班上60多个同学中9个考上公务员，10多

个去了银行，剩下的就在等着国家司法考试。国家司法考试

的通过率只有9％左右，当年没有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他又参

加了研究生考试，并考上了华东政法大学的研究生。今年刘

同学法硕毕业，本来找好工作的他再次选择继续升学，并考

上了母校的博士。 刘同学告诉记者，法学毕业生有两种就业

途径，一是主动当律师；二是被动当律师。最好的前途是当



律师，最差的前途也是当律师因为在外资律师事务所，薪水

是非常客观的，可是如果找不到工作，也只好先到律师事务

所实习，等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再谋前途。 和刘同学有相同

遭遇的，还有其他一些法学毕业生。对于司法考试，不少法

学毕业生称要“决一死战”。一位去年毕业、未通过司法考

试的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生无奈地说：“法学本科生就业真的

很难，要想从事法学工作，到哪儿人家都问过了司法考试没

有。在学校时老师就跟我们强调过，说我们就像‘玻璃上的

苍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没有的’。” 福建省海峡人才

市场毕业生就业工作部负责人翁坤海向记者介绍，法学专业

的就业属于不完全市场化，因为大多数法学毕业生都会选择

考公务员、选调，或者进律师事务所，但是目前律师事务所

已经趋于饱和。现在只有厦大法学专业、政法院校在我省就

业相对容易一些，像福建省师范大学、农林大学等学校的法

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都不容乐观。 翁坤海认为，转行对法学学

生来说也不是容易的事，首先，学了四年法学专业的毕业生

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其次，即使愿意干别的，用人单位

也不愿意要。同一个工作，用人单位当然更乐意招收本专业

的毕业生。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法学专业仍然受到众多考生

和家长的青睐。在众多的专业选择中，今年考生填报法律院

校的热度仍然不减。 从近几年的高招情况来看，法学专业持

续走俏，报考法学专业考生的成绩也是居高不下。和往年相

比，今年政法专业依旧保持了较高的热度。在今年提前批招

生中，报考公安司法院校依然保持火热。另一方面，近几年

法学学校也越来越多，从2003年的300多所，扩充到2005年

的420多所。 为何在法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情况下，高校却频



频扩招法学专业生？ 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辉分析说，一

个原因是，对高校来说法学专业成本低，不像其他专业，如

机械汽车、化工等专业需要相当多资金，导致近几年高校盲

目扩招法学专业生；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的误导，报考法

学的学生往往只看到法律工作人员，特别是律师职业的高收

入。 形势 招法律人才单位门槛渐高 法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真的困难到要用“玻璃上的苍蝇”来形容，或是非得把参加

司法考试看作是“决一死战”吗？ 据了解，法学学生的就业

途径主要有：公、检、法、律师事务所以及公司企业。来自

目前就业市场的形势显示，目前各招收法律人才的国家机构

及公司企业的门槛逐渐提高。 省高院政治部相关负责人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法院的改革思路是限制法官的名额，让

法官的数量减下去，相应地增加辅助人员的人数，把法官身

上的担子移一部分到法院辅助人员身上去。我省的法官大多

是从基层调上来的，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现在

法院在公务员的录取中并没有指定招收何等学历的毕业生，

本科毕业即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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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