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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将是人民法院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

口和加速器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中共

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

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见四版）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苏泽林说，书记

员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书记员单独序列，它是法院人

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要步骤，有利于完善法官管理制度，加

速法官队伍建设进程。 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书

记员单独序列。其基本内容是：明确书记员的职责，将书记

员定位为以法庭记录为主的审判事务性辅助人员；实施单独

的书记员管理办法，对新招收的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公务员的

管理模式；解决书记员的编制和职级晋升问题，保持书记员

队伍数量上的稳定。《试行办法》改变了书记员的管理模式

，对书记员进行单独序列管理；明确了书记员的条件和招考

程序；强调了书记员编制的专用性；规定了书记员的职级配

备规格；规定了书记员的福利待遇和相关保障措施；突出了

合同管理的作用；提供了合同纠纷的解决机制。 苏泽林说，

此次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沿

用的由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再到审判员的晋升模式，使书记

员工作不再是实际意义上的法官的上岗培训，书记员不再是

晋升法官的必经阶段。这就解决了人民法院人员管理工作的



四大难题，即：改变了书记员向法官晋升制度所造成的书记

员岗位的临时性和过渡性，从而解决了书记员队伍不稳，整

体素质不高的问题；解决了所有新录用人员，无论学历有多

高，能力有多强，都得从书记员干起，所造成的书记员与法

官录用标准混同，人才资源浪费问题；解决了书记员为晋级

而挤进“法官”队伍，导致法官队伍日益膨胀问题；解决了

书记员不断向法官晋升所造成的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问题

。 苏泽林说，对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单独序列管理，对于人

民法院建立法官助理制度、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等改革措施是

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对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的改革

，优化法官的来源，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具有积极的意

义。同时，对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单独序列管理，还有利于

保证书记员队伍的稳定，提高书记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保

持书记员队伍的活力；解决书记员“出口不畅”的问题，便

于对书记员的管理。 法院人事制度改革的破局之举 本报评论

员 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

下发了《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这是人民法

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要一步，是适应审判工作规律、加

速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必将进一步促进法官整体素

质的提高。 职业化分类，专业化管理，各得其所，各尽其能

，各安其位，各乐其业，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官及其

辅助人员的分类管理模式，是人民法院近年来积极探索的一

项重要改革内容。其中，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是法院人员分

类管理改革的重要步骤，是人民法院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和加速器。对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单独序列管理，对于人民

法院建立法官助理制度、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等改革措施是一



个非常有益的探索。以书记员实行单独序列为起点，人民法

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的改革将逐步、分阶段地展开，司法分

工将逐渐科学化、合理化，审判资源将得到优化配置，各类

人员将进行分层管理。采用分类管理模式后，在科学合理地

确定各类人员职责的基础上，区分不同种类人员各自的任职

条件和选任程序，就可以相应地提高法官的任用条件，严格

法官的遴选程序，进而优化法官队伍的来源，提高法官队伍

的整体素质，有力地推动法官队伍建设的进程。 书记员管理

体制改革有利于保证书记员队伍的稳定，提高书记员队伍的

专业素质。推行这项改革后，书记员的职责明确，编制确定

，职务序列单列，不再向法官职位过渡。同时，这项改革有

利于保持书记员队伍的活力。聘任制书记员年轻，接受新事

物快，通过培训，更容易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能够适应现

代化庭审的需要，一些先进的庭审记录手段将得到更为广泛

的运用，庭审过程的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这项改革还

便于书记员管理，解决“出口不畅”的问题。对在聘任期间

工作态度和技能不适应工作需要的书记员，法院可以解聘或

不续签合同，从而改变当前法院用人能进不能出的现象。 书

记员实行单独序列管理，是多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反复探索总

结出来的改革思路。这一改革，既与书记员作为技术性、辅

助性岗位的特点相适应，也符合国家机关干部人事工作分类

管理的基本要求。各级法院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关

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有

关精神，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将这项改革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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