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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0/2021_2022__E4_BA_BA_

E4_BA_8B_E9_83_A8__c36_460537.htm 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

西部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制度试点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

法院明确在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00余个基层人民

法院推行法官助理制度。 此时，距离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

院下发《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

意见》，正式确定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等18个法院试行法官助理制度，已经过去了3个年头。

3年来，18个试点法院在确定法官员额、法官助理职责、审判

组织运行模式、法官助理的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 “在推行法官助理制度之初，最高法院就确立了对法官助

理制度先进行试点探索，积累经验，再扩大试点，逐步在全

国法院推开的总体思路。18个试点法院积累的经验，为在西

部扩大法官助理试点提供了实践基础和有利条件。”最高人

民法院政治部主任李克说。 在西部基层法院全面推行法官助

理制度的缘由是什么？18个试点法院试行法官助理制度的模

式能否照搬？对此，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最高法院曾起草

缓解西部法官短缺问题的报告“报名时，通过资格审查的只

有三四个人，最后通过笔试就只剩下一名考生了。”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祖斌无奈地说。 今年海南法院系

统招录法官过程中出现的尴尬，只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法

院法官青黄不接问题的一个缩影。 李克指出，西部地区由于

经济、文化欠发达，法律人才分布较少。特别是随着法官准



入门槛提高，通过司法考试的高素质人才很难招录，法官队

伍不仅无法得到正常的更替和补充，甚至因为待遇偏低、保

障不力，法官岗位缺乏足够吸引力，还存在较为严重的人才

流失现象，许多法院都面临着青黄不接、法官断档、办案力

量严重不足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为缓解上述状况，一些基

层法院曾招录部分暂不具备任命法官条件的大学本专科毕业

生，承担审判工作任务。 “这种形式从严格意义上说，是违

法的。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不仅可以科学配置审判资源

，把法官从繁琐的程序性、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

力和时间专司审判，还可以使这部分目前违法承担审判任务

的人员身份合法化、工作合法化，从而缓解审判力量不足的

问题。试行法官助理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部法院

的法官短缺、断档问题。”李克说。 据介绍，去年，最高法

院在研究解决西部法官短缺问题时，就初步有了试行法官助

理制度的动议。经过充分调研论证，最高法院起草了《关于

在西部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缓解

法官短缺问题的报告》请示中央组织部。中组部在研究的基

础上，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内司委和西部5个省市

党委组织部的意见，正式同意了最高法院的报告。 为保证试

点工作有序实施，根据全国18个试点法院的经验以及存在的

问题，针对西部法院的特点，最高法院起草了《关于在西部

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工作的实施方

案》，提交这次会议征求意见。 法官助理不是法官但可以选

拔任命为法官法官助理从哪里来？法官职业化建设必然触动

一部分人的利益，怎么解决？3年前，18个试点法院无一例外

地遇到了这个难题。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设计的方案，西部基



层法院法官助理的来源主要是法院内部的录用制书记员和其

他辅助人员，在编制许可的情况下，西部基层法院还可以新

招录一些通过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暂不具备任命法官条件的

大学毕业生，任命为法官助理。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副院

长张仲侠认为，在西部基层法院试行法官助理制度，阻力应

该会小一些，因为这些基层法院本身在审判一线的法官就少

。试行法官助理制度，不涉及人员编制，不影响现有法官利

益，具有现实可行性。 “最高法院明确规定，根据审判工作

需要，符合法官条件的法官助理在将来也可以通过一定程序

被选拔任命为法官，可以说是法官助理为培养法官搭建了一

个很好的平台。”徐祖斌欣喜地说。 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

会议确定，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点是，深入推进法院工

作人员分类管理，切入点就是积极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完善

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加快确立法官员额。推行法官助理制

度，是实现人员分类管理的关键和突破口，有利于统筹、合

理使用司法人才，实现审判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当前加强法

官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在法官助理制度试点的

实践中，出现了简单把建立法官助理的目的理解为压缩法官

数量，忽视法官助理的职务发展问题，由于涉及利益调整和

职能转换，改革的难度增加了。 李克强调，在法官助理的定

位问题上，各地法院要弄清三对关系。首先，法官助理不是

法官，是接受并服从法官领导和管理的审判业务辅助人员；

法官助理对法官负责，不独立、也不直接承担审判责任与后

果。如不能在法律文书上签章，不能以合议庭组成人员身份

参加庭审，不能单独汇报案件；在法官授权情况下，可以参

与案件调解、法律文书制作以及证据核实等工作。其次，法



官助理与书记员也有区别。在新的审判组织模式下，书记员

限于庭审记录，其职责范围要窄于和低于法官助理。最后，

要分清法官助理与助理审判员的关系。助理审判员是法官，

法官助理不是法官，是审判辅助人员。搞法官助理试点，决

不是要把所有助理审判员专任法官助理。 探索“法官法官助

理书记员”审判组织模式 2003年10月，聘任制书记员管理方

式率先在全国实行，这标志着人民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迈

出了实质性一步。 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单独序列管理后，因全

国多数法院没有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原本配套的人员分类改

革政策逐渐显露出不协调的问题。 法院审判部门新补充的正

式在编公务员，既不能归入聘任制书记员之列，又因资历尚

浅，在级别和经验等方面还不具备担任法官的资格条件，短

期内无法被任命为法官，这就使得一部分人在被任命为法官

之前，没有任何职务相对应，工作岗位和工作职责不清晰，

进而使管理出现空隙。 “实施法官遴选和法官助理制度，探

索新型审判组织模式，是推进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突破口，也

是实现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重要途径。”李克强调。 试点法

院从合理配置审判资源的角度，突破传统，尝试建立“法官

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组织模式。 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

案件，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进行了“一四二”审判模式的探索

。据海淀区法院政治处主任张钢成介绍，目前，在海淀区法

院的刑事独任审判庭中，由一名独任法官、四名法官助理和

两名书记员组成，这被称为“一四二”架构。 案件进入简易

程序后，先由独任法官将案件分给法官助理。开庭审理前，

庭前助理阅卷了解案情，掌握案件的证据情况，并就案件的

事实、证人证言及是否有法定、酌定情节等，制作《案件审



查、量刑情节表》，在开庭前3日之内送给独任法官审核。开

庭时，庭前助理负责出示证据，并协助法官完成庭审工作。

当庭宣判后3天之内，庭后助理负责起草法律文书，交给独任

法官签发。书记员则进行后面的收尾工作，包括印刷、送达

判决书，装订归档，以及判决生效后，及时将赃款赃物送达

执行庭执行等工作。 张钢成解释说，“一四二”审判模式的

一个特点是，能够让法官做到居中裁判，法官更加超脱。在

这一模式下，判决结果是由独任法官在法庭审理后作出决定

，但具体案卷是由法官助理来审查的，一般文书工作就由书

记员承担了；法官在庭审之前基本上接触不到当事人、辩护

人以及诉讼代理人。 “试行法官助理后，审判质量和效率明

显提高。”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从试点前人均年结

案119.8件到试点后人均年结案190.8件，同比上升59.27%。记

者了解到，多数试点法院的上诉率和上诉案件发改率明显降

低，案件调解率保持较高比例，当事人对承办法官的投诉逐

年减少。 张仲侠表示，法官助理的出现，使法官精英化有了

实现可能。法官助理承担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使法官数量

大量减少。北京市房山区法院法官与辅助人员比例由改革前1

：1调整到1：2，法官数量比改革前减少30%。 张仲侠告诉记

者，房山区法院在试行法官助理的同时，逐步将法官助理制

度与合议庭制度改革相结合，建立了合议庭固定模式下的以

法官为中心的新型审判机制。法官专司审判，法官助理辅助

法官审判，书记员专职法庭记录。合议庭由审判长负责以后

，院庭长的行政管理职能得到弱化，其职责由过去的行政管

理向为合议庭公正审判做好服务工作和亲自审理大要案方面

转化。 “三年多来试点工作的实践表明，法官助理制度符合



审判规律的内在要求，符合人民法院的工作实际，改革的方

向是正确的，是有现实生命力的。”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

主任宋建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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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