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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7_A1_95_E5_c80_631479.htm 教育市场只存在法学

硕士一种商品的情况下，希望继续深造的学生只有一种选择

，法律硕士专业的设立打破了这种独家垄断的局面。老子有

云：少则得，多则惑。我们的考生会不会也陷入这样的困境

中呢？经过论证，我得出的答案是不会，但是有一个前提每

个考生都是理智的，并且知道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法学硕士的招生对象是具有本科或同等学历的大学毕业生，

没有专业的限制；法律硕士的招生对象是具有本科或同等学

历的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法律专业毕业生不得报考法律

硕士。国家对法律专业大学毕业生的限制是明智的，既避免

了法律硕士入学过程中的不公平竞争，又提高了法律硕士的

整体素质，同时国家设置法律硕士专业的目的培养复合型人

才也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

非法律专业毕业生报考法学硕士而不是法律硕士的现象，他

们究竟是为了什么？理由不外以下这两种：第一，为了从事

理论研究；第二，法学硕士不收高昂的学费，经济上可以节

省很大的一笔开支。表面上看来，这两条是足够充分的，但

是稍加分析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一条站的住脚。 第一条的成

立需要两个限制条件：第一，读法律硕士将不会从事任何的

理论研究；第二，研究做到法学硕士的水平就已经足够。第

一个限制条件没有必要讨论，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法律硕士

不做也做不了理论研究。第二个限制条件如果成立，那些报

考法学硕士的非法律专业的考生将来是不应该继续攻读博士



学位的，因为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具有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任

一学位即可，他们没有必要在开始起步时拿自己的短处和别

人的长处比较。而且在理论上，法学博士应该是按照学术水

平和学术能力来录取的。对于想继续深造的法律硕士，非法

律专业背景对于学术中的创新具有先天的优势，而法学理论

的进步与创新是必然的趋势。关于这一点，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近年来的长足发展已经有了定论。可能有人会坚持说：

做学问，法学硕士的理论水平也够了。我不否认法学硕士的

理论水平不够，因为博士的头衔对于认真做学问的人而言没

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但我们不妨考察一下究竟有多少法学

硕士毕业后一心一意的从事理论研究工作。 在北京大学法学

院2000年毕业的101名法学硕士中，只有12人以法学硕士的身

份从事了教学和科研工作，比例不到8%，65%的毕业生都从

事了实务工作。在12名进入教学科研机构的人员当中，大约

又有一半左右可能是从事学校的行政工作。所以，真正从事

教学科研工作的法学硕士非常的少，想继续深造或做研究的

都选择了读博或出国。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

没有法律硕士专业以前，法学硕士的最主要作用是为社会输

送实务人才。可见，非法律专业背景的考生报考法学硕士立

志从事理论研究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条理由只会在不

能用经济分析眼光看待问题的人的脑海中成立，因为他们没

有区分财富的现值和未来值。打个比喻，你现在有100元，这

是现值；10年后，这100元可能会变成150元，这是当初100元

的未来值，在理论上现在的100元和10年后的150元是完全等

价的。反过来说，10年后你将拥有150元的财富，意味着现在

你已经拥有了100元的财富了。现值和未来值之间是可以通过



计算方法相互折算的。 现在假设一个非法律专业的考生打算

报考法律专业的研究生，他是考法律硕士还是考法学硕士合

算呢？这里仍然以北大法学院为例。如果这个考生的学习能

力相当的不错，那么认真努力半年，他可能就会被录取为法

律硕士。但是，如果他想考取法学硕士，他就得花费比较长

的时间，因为他首先必须得自学完法律本科的主干课程，按

照北大法学院本科生的教学计划，这一阶段大约需要两年。

所以，粗略的算来，考法学硕士仅仅在时间值上就至少比考

法律硕士要多花一年半的时间。这仅仅是个保守的数字，我

的身边充斥着这样的赞扬之声：我的朋友，某某某，在北大

蛰伏了三年，除了读书听课之外什么都不做，一心要考上北

大法学院，在前两（或一或三甚至更多）次失利的情况下，

今年终于如愿以偿。真让人感动，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在为他感到这里的骄傲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这样做到底

值得与否。 同样一个非法律专业的考生，考取法律硕士可以

节省将近两年的时间，而考取法学硕士可以节省大约50000元

。用两年时间换取50000元，这个买卖表面上显得并不赖，实

质上吃的亏很大。假设有两个考生，一个在23岁大学毕业时

考取了北大法律硕士，另一个在23岁大学毕业后额外花费了

两年的时间考取了北大法学硕士。短期的结果是第一个考生

将会比第二个考生提前两年工作，长期的结果同时也是最重

要的是在给定平均寿命和工作年限相同的情况下，第一个考

生将比第二个考生多工作两年，没理由认为谁比谁一定长寿

或者工作寿命更长。假定两人都工作到65岁，第一个考生的

工作经历按照时间排序为：1，2，⋯⋯38，39；第二个考生

的工作经历按照时间排序为：1，2，⋯⋯36，37。两者一比



较你会发现第二个考生比第一个考生少工作了最后的第38和

第39两年。参照世界上任何一个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律师

收入水平，年长的资深大律师收入都是很高的，这同律师职

业本身的工作性质有关。第一个考生在开始时多支付的50000

元是用来换取比第二个考生多工作最后两年所获得的收入。

现值50000元在42（读书的3年加上工作的39年）年后的价值是

多大呢，经济学家用实证的方法测算出在一个发展比较稳定

的社会里，年均实际利率大约是2%，根据2%实际利率计算

出50000元的未来值大约是114862元。但是40年后一个已工作

了37年的资深律师的最后两年的实际收入可能会是多少呢，

具体数字可能不好枉加猜测，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今天的

一个已工作了20年的从名牌法学院毕业的律师的收入水平，

我相信绝大多数都远远高于114862元，这仅仅是现值。所以

单纯从经济的角度而言，一个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弃法律硕

士而取法学硕士是极不明智的举措。 既然以上两点理由都不

能成立，又如何来解释非法律专业考生报考法学硕士的现象

呢？真实的原因是：第一，法学硕士教育开展已经有20余年

的历史，而法律硕士是近几年才开始正规招生的。也就是说

在法律硕士开办之前，一个考生如果想获得一张较高层次的

法律专业的文凭，他除了法学硕士之外别无选择。但是当法

律硕士出现之后，他为什么还执迷不悟呢？因为他是欲罢不

能，他的沉没成本太大。所谓沉没成本就是一旦投入就没有

办法收回的投资。只要该考生自信下一年肯定能够被录取，

他就有继续努力的动力和理由，毕竟先前已经付出了那么多

的努力。再说我们也不能先验的认为每个考法学硕士的考生

，在其转考法律硕士的时候都能考上，这是不切合实际的，



因为现实情况中就是有学习能力的高低之分。基于以上的分

析我们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北大法学硕士的录取比例相

对法律硕士较高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法学硕士教

育开展了20多年，而招生人数的相对较少必然使考生一年比

一年为多从而造成了大量的考生积压，由于沉没成本的缘故

使得考生不舍得放弃。分子没有多大变动，而分母以加速度

增长，录取比例不低反而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只要法学院

在今后的法律硕士招生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负责任的态

度，20年后的法律硕士的招生比例就决不会比现在的法学硕

士低。 第二，法学界充斥的关于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孰优孰

劣的争论使得一些考生误入歧途。如果不是真诚的想仅以法

学硕士的身份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那么某些考生的选

择恰恰反映了他们在分析自身前途问题上的短视。既然是推

行市场经济，就应该对市场的发现和纠错功能有信心，偏见

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灰飞湮灭。处在一个变动的时代，

被偏见所迷惑从而不能正确的把握自己的方向，这样的考生

实在算不得精英。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报考法律硕士绝对

是非法律专业又喜欢法律的考生的明知之举。当然，由于现

实生活的复杂性，也可能存在特殊情况。但我相信上面那些

分析还是具有普遍性的。希望考生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实现

自己考研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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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