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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司法考试制度1 
一、   导论 

  
在西方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界限明确并形成了独立阶层的法律专家集团，包括法官、

检察官以及律师等等。这一集团负有塑造法律制度的结构与类型的使命，并在很大程度上确定法律运

作于其中的一般趋势，他们是社会通行的价值体系的体现者。2而这样的一个法律专家集团在缺乏法

治根基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却无法寻找到完全类似的对应物。因此，当20世纪初的中国被迫引进西方

的法院组织系统时，也就必须面对司法人才（主要是法官和检察官）的选拔的问题。作为对这一问题

的回应，司法考试制度浮出了水面。  
  
司法考试的实践始于清末立宪改革，迄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历经南京临时政府、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虽然20世纪上半期，政府更迭不断，政治变动频繁，司法考试制度却保持

着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发挥其人才过滤器的功能，向当时的司法机关输送了大量的司法人才，为

司法机构的运转提供了基本动力。 
  
近代中国司法考试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会采用司法考试的形式？历届政府对司法考试进行了怎

样的设计和改进，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思考。而一个世纪前

的探索，放在司法考试重新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的今天，也许依然能够提供某些借鉴与启示。此即为

本文所要探讨的目的所在。 
  
二、             近代中国司法考试制度的动力  
  
司法考试制度的产生是为了配合中国自清末起就开始实行的审判制度的改革。鸦片战争以后，清

政府与列强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外，还丧失了司法主权。列强以司法现代化为了

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条件，称“中国司法改组完善之时，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始行取消”。3为此，

中国开始了艰难的司法改革之路。而现代化的司法组织要求司法专业人才与之相配套，由此，提出了

进行司法考试的要求。因此，司法考试制度的发展与法院的设立有着莫大的关系。从具体的历史考察

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1914年出于节省经费等原因，袁世凯废除了初级审判厅，由此各省纷纷撤废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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