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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考过后说司考 

李富成

    

    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在二○○二年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举行，这或许是中国考试史上，司法改革史上

最值得泼浓墨施重彩的一笔。 

       

    中国的考试文明源远流长，可上溯到隋唐年间的科举制（但从隋唐到清末从来设有诞生过真正意义上

的司法考试，唐宋年间科举考试也有律学这一门，这种考试目的并不在于选拔司法官员）。中国古代地方

都是由州、县长官兼理司法，司法受制于行政，没有职业意义上的司法从业人员，所以也就没有严格意义

上的司法考试。从考制度设制目的看，中国古代考试与目前的司法统一考试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古代的

科举考试，一方面是选拔一些优秀的智能之士，另一方面为布衣寒士提供侧身仕途的机会。从选贤用能的

角度看，科举制比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一大进步，是中国古代人事制度史上一次大变革，它打破了官位

的世袭制、家族制。由身份用人到考试择人、从重出身重血统转变到重知识重能力。（中国古代考试内容

有言辞书判四个方面，是既考知识又考能力）科举考试的直接结果是把流散在民间的智能之士网罗为朝廷

所用，如清朝的"恩科"、"特科"、"博学鸿同科"等是为了选拔特殊人才而备的。科举考试的间接结果是增

强朝廷的统治力量，削弱了民间的反抗力量，（中国历史上发生多次农民起义，成正果的很少、关键在于

没有知识分子的领导和谋划）唐太宗在科举考试揭榜之后，看到中榜的士子欢呼雀跃从玄武门鱼贯而出，

就曾得意忘言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末农民起义头领黄巢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是他多次参加科举而

因科场黑暗而名落孙山。 

       

    从技术层面看中国古代的考试是非常先进的，从隋唐时期就采用了"糊名法"（把考生姓名密封起

来），发展到后来一个考生一个号房，考生在进入考房之前要脱衣检查，严禁舞弊。从考试等级看分为县

试、乡试、会试。会试又分为礼部考试、吏部考试两种。通过礼部考试仅取得做官资格，只有通过吏部考

试才能直接被任命为政府官员（日本的司法考试分为两次，有人建议中国司法考试也分为两次），韩愈就

是在通过礼部考试后，第三次才通过吏部考试，通过吏部考试者称"释葛衣"，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

的都自称天子门生，进士前三名赐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其余的赐进士及第（考中进士在古代

是件光宗耀祖之事，唐代诗人孟郊"昔日龄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官

花"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无论是从考试制度设制的目的上看还是从技术设计层面看，古代的科举考试都是为了选拔优秀的统治

者，大家非常熟悉包公案、施公案都是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同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法律上职业共同体，从

事诉讼代理业务人员有一个非常难听的名称被称之为"诉棍"、"诉师"，律师与行政官员没有对话的平台，

他们要么与地方官府互相勾结渔肉当事人，要么是官府追诉的对象，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乃武就是清

末一位颇有名气的诉师。 

       

    尽管中国古代也有不少次司法改革，诸如商鞅定连坐之法，汉文帝废肉刑，魏晋南北朝实行的监察制

度，清朝的秋审，热审，这些改革仅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没有触及到司法用人制度上改革。孙中山国

检索



  民革命政府时期实行五权分立，单独设立考试院，实行法官无党派的独特的选人原则，可惜这种民主气氛

仅仅是昙花一现，所以回溯历史，中国古代从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司法选人制度上的改革。 

       

    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曹庄公在两千多年前就曾说过"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正义的分

配与校正是靠人来掌握的，清代沈家本曾说"虽有贞观之法，但无贞观之吏，法欲善而不能。"要实现良法

之治，关键是怎样把执掌正义之人准确地挑选出来，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点。目前中国所处时代是特别

需要司法正义的时代，随着体制改革深化，各种深层矛盾逐渐突现出来：工人下岗问题，农民收入问题，

对付恐怖组织，恶性犯罪问题，司法正义是社会稳定剂，它能缓冲矛盾，化解矛盾，化解因改革带剧烈冲

击而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所有这些问题解决都有赖于把适格的司法人员选出来。所以统一司法考试乃是正义召唤的产物。 

       

    过去我国的司法职业考试分为三大块：律师、法官、检察官，其中以律师资格考试较为成熟得到社会

承认，律师资格考试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性考试，只要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都可以报考，而法官与检察官

考试是系统内部考试，具有封闭性，不成熟。现代法律职业主要指律师、法官、检察官从事的职业。司法

正义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优秀律师当中产生，在美国很少有人能在50岁以前成为法官、特别是联帮法院法

官。因为法官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社会经验和法律良知。美国法官是从具有一定执业年限、丰富执业经

验、良好的名声的律师中产生的。在美国成为法官是一个律师人身迟到的辉煌。律师、法官、检察官他们

应该有共同的职业背景、共同的行事原则，共同的司法理念，相似的思辨方法。那么怎样才能打造司法职

业共同体，统一的司法考试。统一司法考试是最好的方法，它使三种不同职业的人有同出一门的感觉，有

利于形成共同的职业荣誉感。美国律师协会每年都对法官个人品行进行打分。无论是从事律师职业，还是

从事法官或检察官职业，他们必须适用相同的法律。统一司法考试能使他们同业相亲，同行相敬，有利于

形成职业共同体，有利于自身力量加强，最终实现司法独立。 

       

    司法考试特点 

       

    （一）理论性加大，过去律考主要以考法律条文，司法解释部分较多，尽管今年法条及司法解释部分

所占份量仍偏多，但考理论部分已明显增强，有些考题尽管法条不熟悉，但如果精通法律原理，仍能根据

法律原理推论出结论，过去不少律考考生仅背法条也能通过律考，甚至得高分，恐怕这种现象在今后的司

法考试中将不会出现。许多同学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只背法条也能过关，在这次考试中就吃了亏。 

       

    （二）今年考试难度比去年明显增大，许多参加2000年律考同学出场都有此感。由于增加了多项选择

题，就意味着增加了难度。今年的司法考试多项选择由40题增加到50题，单项选择题由40个减少到30题，

因为多项选择题是多选、少选、漏选都不给分，这就增加了难度。这也是为实现司法精英化，达到淘汰人

的目的而设计。参加司法考试既是一种学习过程也是一种淘汰的过程。多项选择题最能反映应试者的水平

和出题者的技巧。 

       

    （三）题目出得非常活。所谓活是指仅靠死知识是不能答题或不能准确答题的，四个多选答案中有的

差别有的比较明显，有的差别不是很明显，从一个角度看应该选A，从另外角度看还应选B，所以应试者在

作答时即要慎重又不要想得太深，可以说司考题目是被出绝了。想得太浅不对，想得太过也不对，这种分

寸把握只能靠应试者在答题中去领悟。这对应试者来说是太重要了，因为选对了意味着多了一分，错了意

味着少了一分，而一分往往是决定能否通过司考重要因素，所以正确判断对考生来说是太重要了，那么这

个时候应试者就追溯出题者出题的意图或试图考你什么，在下笔之前必须以一定法理为依据，作出的答案

必须从法理上说得通。 

       

    （四）刑法方面内容明显增加，前一、二、三卷已明显表现出来，到第四卷就更加突出，第四卷一、

二、三、四题及最后一道起诉书共五道题目，已占了第四卷半壁江山，所以今年学刑法、刑诉法专业的同

学占了很大的便宜，而且刑法方面这些题除了少数直接依靠司法解释作答，其它方面题目，作答时必须有

深厚刑法理论底蕴做支撑，才能把刑法题目做好，所以笔者估计今年刑法、刑诉法方向研究生通过司法考

试的比例会大大高出其它专业的同学。估计刑法、诉讼法方面内容在近期内司法考试中是不会减少的，其

理由是：司法统一考试是三家共同负责，而检察院业务范围主要是刑诉方面的，同时司法实务分为行政、

民事与刑事三大块，而我国司法实务方面中刑事方面最为成熟，而行政诉讼才刚刚起步，所以考刑法方面

内容，在近期不会减少。同时刑法、诉讼方面的内容也是司法实践部门同学比较熟悉的内容，特别检察

院、法院系统的同志对刑法、诉讼法方面的内容应该是驾轻就熟，这在某种程度也反映出出题者试用照顾

法院，检察院同志的良苦用心。 

       

    怎样对付司法考试 

       



    有矛就盾，尽管司考题目出得刁钻古怪，水平绝高，但是每年仍有二万左右的人通过。这说明只要勤

奋和学习方法对头，是能通过司法考试的。 

       

    （一）一是要通读指定教材，精研大纲，熟记法条。 

       

    许多参加今年应试的同学都觉得没有看教材亏了，因为指定教材是根据考试大纲编篡，而考试大纲明

确说明考试不出大纲的范围，例如大纲规定司法文书只考起诉书与判决书，结果第四卷考了起诉书。教材

是考试大纲具体化、系统化，笔者曾把考试大纲与教材逐一对比，发现教材基本是按照考试大纲每一个考

点而编，而且基本上是一一对应，只不过为了照顾到教材体系的连贯性，理论的系统性而增了一些内容和

关联词语，所以通读教材是取得司法考试成功的第一步，笔者认为对教材至少要读三遍，因司考教材有其

独特之处，与普通高校教课书有显著差别，可以说它是理论与实践完美的结合，它既强调理论又不忘突显

实用，而一般教材理论性过强，而且往往是一家之说，而司考教材采用的是通说，据一家之说考研或许能

得高分，但以此进行司考肯定不得高分。其次要精研大纲，要把大纲看成是活的知识点，弹性的知识点，

这就是指考纲上的内容都是辐射性的，它能够从不同角度来出题，因为考纲上所列的仅是知识点，司法考

试不可能仅考死的知识点。读者在看大纲时善于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出题者你会从那些角度，用那些类型

题目来考同学，同时在看大纲的时候要能看出有些知识点只能考死的东西，有的知识既可以考识记的内

容，又可以考运用的内容，有的知识是既可以考理论部分，又能考其它方面的内容。再次熟记的重点法条

和司法解释，因为司考在我国是刚刚起步，尽管今年的司考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它们各方面准备是不成熟

的，可以说是个有生命力的早产儿，因为是不成熟，所以考试套路最后二年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沿袭律考的

套路，而确定律考答案最根本依据就是法条和司法解释，何况在近几年的司法考试必定还会出现许多大量

直接以法条，司法解释为内容的考题，对这类考题只要你记住考题就能直接做出答案。 

       

    其次要做几套模拟试题，尤其是最近三年内的真题，因真题出题水平很高，可以说出题者是绞尽脑

汁、布下陷阱来迷惑考生。其它模拟试题出题水平很难与真题相比，有许多模拟试题都是低水平重复建

设，所以模拟题不必多做，但也不能不做，（一般来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试题质量较高，可以不妨做一到

两套试题）。因为司法考试重点是考核运用法律原则，法条来解剖案例，而我国学校教育不像英美国家搞

案例教学。由于学生思维没有受到案例教学的专门训练，尽管学习不少理论，但遇到具体案例往往不知从

何下手，就笔者而言自学法律多年，现又读研二，自认为很勤奋，但刚做模拟题时得分很低，做模拟题材

能弥补这方面不足，能够把僵硬的理论知识与鲜活的案例结合起来。做题过程中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磨合碰

撞的过程，做题过程既是提升知识过程也是养成能力过程。所以做题很有必要。 

       

    司考有待改进之处 

       

    今年的司法考试题答题依据仍有很多是司法解释，而高法和高检的司法解释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以司

法解释来考考生可以说是没有必要，因为以司法解释来作考点的东西，都是很死的东西，你记住就答对，

记不住就答不对，考的是记忆力而不是思考能力、智慧能力。随着电脑普及，法官只要轻敲电脑，任何一

条法规立现眼前，建议今后司法考试直接以法律原理，法条作出题依据。其次司法解释过多往往是对立法

权的冲击和剥夺，我国实行的是成文法国家，判例法至少是没得到法律明确认可。以司法解释作为出题依

据，也是与法治大道不相吻合的。 

       

    其次应加大司法文书写作内容的考核，第四卷可以只考一个或两个司法文书写作，因为，司法文书写

作最能反映出应试者的综合素质。文书写作过程也是一个个性化的过程，一篇优美司法文书不仅能反映出

写作者水平方低，同时也能凸显出写作者法律良知，正义、理念的过程。同时诉讼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一种文书传递的过程，一份好的起公诉词，好的判决书，足以让有罪者认罪服法，让胡搅蛮缠者心服口

服，同时也有利提高诉讼效率，"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说明在诉讼过程中效率与正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 

       

    最后，司法考试完全是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考试，只要通过司法考试你就行，通不过司法考试，就不

行。不可否认，司法考试在为国家选材的同时也埋没了人才，所以很有必要建立一种拾遗补缺的机制，我

国律师法就规定取得法律硕士专业资格者，如果从事律师职业可以直接授予律师资格。笔者认为很有必要

时对这条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取得法律硕士文凭者可直接授予司法资格证书。这就为一些因特殊原因没能

通过司考者，提供一条为人民服务之门。如果法律硕士获得者要获得司考资格还须符合一定的特殊条件。

首先必须提高法律硕士入门门槛，只有取得学士学位，从事实践工作满三年者，并且有一年以上在司法实

践部门从业经验的人才能报考，同时考试课程在原有基础上应加考三大诉讼法，录取分数单科最低应比法

学高五至十分，总分应比法学录取分数线高出二十至三十分，在教学方面要大力加强案例教学，修满一定

学分，在学期间不能有违纪行为。 

       

    人说"天道酬勤，笔者为准备司法考试准备了大半年时间，最后四十天更是全身心投入。希望笔者能



顺利通过司法考试，顺祝我的好友们与我一道顺得过关，因为他们与我同样付出了努力，顺祝吉林大学的

吕欣同学一次通过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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