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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2万考生会猎考场。但最后过240分的只有区区2.1万人。对

如此低的录取比例，有人持赞同态度，甚至认为中国应该效

仿某些国家，保持更低的录取比例，以保证法律职业从业人

员的精英性；但也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在目前的中国

，如此低的录取比例是否对法治化进程有利。在2003年司考

前后，曾经有人对所谓“精英考试”的说法进行了反思，提

出应该对司法考试进行重新的定位，还司考以本来面目。 现

在，2003年司法考试分数线已经公布了。结果几乎出乎所有

人的意料。虽然过线比例高于去年，但是通过的绝对人数却

小于去年。看来，今年的司法考试仍然坚持了“精英考试”

的主导思想，甚至为了维护“精英”的地位，不惜划定两个

相差悬殊的分数线。于是，绝大多数的考生被这个“精英考

试”斩落马下，人们只有对司考望而兴叹了。司法考试是选

拔社会精英的考试，这个说法不知起于何时。于是，这个职

业资格准入考试，就被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光环是美

丽的，但往往也意味着虚幻和光怪陆离。许多考生，本来有

着安定而适合自己的工作，本来可以在不同职业中发展自己

。但是，在这个光环的感召下，却走上了司考这条不归路。

为什么？因为自我需要实现，存在需要证明，而精英意识就

当然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尺度。再加上社会对于

一些律师的收入存在不恰当的认识（其实，高收入者在不同

职业中都有存在，低收入者同样也存在于不同职业中），更



为一些人选择司考提供了理由。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人辞去

工作，过起了苦行僧一样的司考生活，一年、两年⋯⋯。但

是，是否真正需要司考，反而在其次了。因此，这个精英意

识使得一些人迷失了自己。法学教育界的职责，是为社会培

养法律人才，以满足不同方面的需要。但是，由于精英意识

的存在，使得司法考试似乎成了学术地位竞争的标志。这就

如同高考成了中学教育的指挥棒一样。在精英意识的支配下

，许多人主张考试的高难度和低通过率。这就形成了一个矛

盾：一方面，法律院校希望自己的学员更多地通过这个考试

，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希望总体保持一个较

低的通过率来维持这个职业群体的所谓精英性。更为严重的

是，由于通过率的客观限制，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

数必然要被司考挡在门外。这就让法学教育几乎陷入了尴尬

的境地。曾经在争论的沸沸扬扬的关于“非法本”的争论，

其实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由于通过率的客观限制，大多

数法学院毕业的学生走上社会后不能顺利地找到自己所学专

业直接指向的职业。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有本来不相关

专业的人来和自己竞争，于是，对非法本排斥的思想就如是

产生了。既然考试是对社会精英的选拔，通过率就不能高。

“精英考试”主导思想被考试当局所持有的直接后果，就是

对通过人数及比例的过分控制。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

方面，国家法治建设需要大量的法律职业者；另一方面，绝

大多数考生（包括从法学院毕业的考生）都要被考试拒之门

外。为了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矛盾，于是今年的两个差别

达15分的录取分数线就出台了。司法考试从实质上讲，就是

一个从业资格的准入制度，不应该是社会精英的选拔考试。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意味着持证人有资格从事法律职业，而不

是如同吉尼斯证书一样证明持证人的能力或者社会地位。精

英意识是司法考试不当定位的症结所在，坚决摒弃精英意识

是司法考试恰当定位的当务之急。我是一名考生，不论我是

否过关，都同我是否精英无关，我只想在市场经济中找到适

合我的或者我喜欢的工作而已！大多数考生可能都会这么想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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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