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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培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

果甚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裁决是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公正是司

法工作的灵魂和生命，司法公正的实现不仅需要一整套完善

的法律，更需要一批具有优秀道德品质和良好法律素养的精

英化法官队伍。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

么法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 如何在芸芸众生中，选出称

职的“守门人”，是人类自从有了法律以来就孜孜以求的目

标。本文试结合中国实际，参考西方国家做法，就法官遴选

制度的改革作一些探讨。 一、我国现行法官遴选制度存在的

问题 我国法官的遴选条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严格到

逐渐严格的发展过程。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有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

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

审判员，但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即所有年满23岁没

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有资格担任法官

职务。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时对法官的任职条件

作了一点限制，规定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

知识。1995年《法官法》对法官的任职条件作了进一步的完

善，2001年修改后的《法官法》又作了进一步的明确。《法

官法》第9条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的条件是：①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②年满23岁；③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④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⑤身体健康；⑥

具有法律专业知识。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

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2

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

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

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

工作满1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

当从事法律工作满2年。由此可见，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

不断加强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我国对法官的任职条件不

断提高，从而使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

提高。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现行的法官制度还存在不少问

题。 1、法官队伍过于庞杂，整体素质偏低。我国法官素质

偏低，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文革”中砸烂公检法，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尽快恢复法院建设，吸收大批人进法院，

有“文革”前在法院工作的老同志，有其他机关单位调入的

，有部队转业的。“在我国，军队转业干部可以当法官，工

人可以转干当法官。一天法律没有读的，跟法律一点儿都不

沾边的。一转呢，都可以当法官，不仅可以当法官，还可以

当首席法官，还可以当大法官。” 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也感慨

地说“为什么山西绛县的姚晓红，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司机，竟能被任命为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民法院的副院长，被

戏称为‘三盲院长’？关键是法官的管理体制出了问题，法

官的选拔、考核机制存在着问题。” 中国的历史状况，决定

了法官的素质不高。近年来不断的培训及各法律院校毕业生

的加入，使法官队伍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离法治国家

对法官职业化的要求还相距较远。目前我国法官人数达30万



人，我国法官按占人口比例是英国的十几倍，是日本的五倍

，可谓队伍庞大，但遗憾的是真正能从事审判业务的不多，

就基层法院而言，约30-40%以上的人员从事诸如法警、书记

员、纪检、信访、办公室等非审判业务，10-15%的人员从事

执行工作，真正从事审判的人员不足50%即15万人。现在的法

官队伍，不是人少，而是专业化人才太少，非专业的人员太

多。 2、法律专业知识要求低。1995年《法官法》规定，法官

学历起点要求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专

业毕业具有法律知识。”鉴于原《法官法》规定法官学历起

点要求较低，2001年修订后的《法官法》提高了法官的学历

起点，规定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

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知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仅仅要求是高等院校本科毕业，而未规定必须是高等院校

法律本科毕业仍欠不足。从世界上很多国家对法官任职资格

的要求来看，都要求法官必须是大学法学院毕业，取得大学

法学学位。在法律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如果一名法官没有受

过严格的、系统的大学法学教育，就不可能掌握现代法律的

基本原理、价值和精神，也不可能对现行法律有深入的、科

学的理解，从而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法官。 但即使

按现行《法官法》，这种学历要求在实践中也没办法严格执

行。全国基层法院院长、副院长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

占19.1%，而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

占15.4%，属于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则更少。相比之下，律师

队伍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50%左右，远高于法官队伍。 3

、法律职业经验要求低。《法官法》虽对初任法官有法律职

业经验的要求，但要求较低，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大学毕业



生被法院录用后（经过司法考试），干上二年左右书记员，

经法院同意、人大批准，就可以晋升为法官，甚至不到30岁

就可以成为高级法院的大法官。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在于它肩

负着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的伟大使命。法官要完成

这一重任，一方面要具备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具有较高的

道德修养和业务水平，另一方面还要具备丰富的社会阅历和

娴熟的办案技巧，具有公正、廉洁、坚强、深沉、审慎、善

良、耐心的品质，具有“看庭前花开花落，望碧空云卷云舒

”的豁达情怀，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社会

磨练才能获得。正如英国大法官柯克所说“法律乃是一门艺

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

知。”严重缺乏法律职业经历，是造成我国部分法官办案能

力差、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4、法官产生方式内部化。

我国的法官通常从本法院内部产生，即从书记员中提拔助理

审判员，从助理审判员中提拔审判员。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端

是不能像很多西方国家的法院那样集中全国或某一地区最优

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不利于法官与其他法律职业之间的沟

通和交流。 二、英美国家的法官遴选制度 虽然检察官、律师

对裁判的作出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案件的最终裁决权握在法

官手中，所以西方国家对法官资格的要求比律师、检察官更

高。 西方有句名谚“仅次于上帝完美的人是法官。”亚里斯

多德将法官视为“活生生的正义。” 由于法官在社会生活中

的极端重要性及普通法重视实务的特点，西方国家历来强调

法官必须由富有实务经验且道德学问优秀的人士担任。法官

的特点是“年长、经验、精英。” 在英国，除治安法官以外

的所有法官都只能从律师中遴选。担任地方法院法官，必须



有七年以上的出庭律师的经历；担任高等法院法官，必须具

有十年以上的出庭律师的经历，或者曾任二年以上地方法院

法官的经历；担任上诉法院法官，必须具有担任出庭律师十

五年以上的经历，或者担任高等法院法官二年以上的经历。 

在美国，法院系统分为联邦法院系统和州法院系统。担任联

邦法院法官的条件为：1、美国公民；2、在美国大学法学院

毕业并且取得法律学博士学位（JD）；3、经过严格的律师资

格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并且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 截至

到1998年，最高法院的所有大法官均出身于律师，都曾担任

过下级法院的法官。 可见，英美国家的法官均从有多年执业

经验的律师中遴选出来，而律师本身又都接受过大学法学教

育，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并进行了律师职业训练。因此，

英美两国的法官实际上是由法律职业群体中的精英所构成的

。正如肖扬院长所说“从法学院学生到律师或司法实习生再

到法官，是一个漫长而充满考验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漫长、

艰辛和严格，使得外国法官具有优良的法律专业素质，同时

使法官意识到自身的使命既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也是来之不

易的，从而自觉严格依法办事，消弭司法腐败。” 英美国家

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做法，是他们长期经验的积累，实践证

明是十分成功的。 三、从优秀资深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可能性

和必要性 在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法官从律师中选拔的方式。

近年来，有不少法官因退休或因辞职而转当律师，但从律师

中选拔当法官的极少。西方国家司法界人士每每对中国这种

状况大惑不解，因为在他们那里，律师是法官的摇篮。现在

不少学者认识到这一点，提出“考虑到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和当前我国法官、检察官法律素质普遍低于律师的实际情况



，建立从资深律师中甄拔法官、检察官的制度势在必行。” 

本人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目前完全从律师中选拔法

官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选拔优秀的资

深律师在各级法院中出任法官，确有可能性及必要性。 1、

律师与法官均通过了司法考试。司法考试的最大意义在于统

一了法律职业的准入途径，凸现了律师、法官及检察官有别

于行政类公务员的职业个性，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创造

了有利条件，建构了法律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机制，畅通了

法律人才的流动和交流渠道。“进了一个门，就是一家人。

”这意味着法院、检察院、律师所三家彼此应当具有适度的

开放性，允许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在一定条件下转换不同的职

业角色。正如李曙光教授所说“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职业工

作者具有对法律和法治的共同认识，遵循共同的标准和规范

。在这样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人员是互通的，职业

角色可以相互转换。” 2、我国的律师和法官尽管有诸多不

同，但均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一个

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员及法学学者等组成的法律

职业群体，是一群精通法律专门知识并实际操作和运用法律

的人，是现代社会法律秩序和社会正义的守护人。律师和法

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①律师和法官都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法

学教育，有着共同的法律教育背景和基础；②律师和法官都

是以法律工作为其职业，是法律的实践者。律师与法官虽然

各司不同的职能，但是共同支撑着法律运行的大厦。律师与

法官的最终职业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的

公平与正义；③律师和法官有着相对共同的法律认知和法律

思维习惯。他们对待案件或法律事实是冷静和理性的。在具



有一般人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觉之外，还具有法律思维这一独

特的视角。他们喜欢用法律的眼光来看待世俗生活的一切，

像法律人那样去思考。“法律是法官和律师的共同语言，法

庭是法官和律师的共同舞台。” 3、执业十年以上的资深律

师精通法律，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经验和办案技巧，从律师

中选拔法官，大大提高了法官的专业素质，从而有利于案件

的正确处理。 4、律师业是培训优秀法官最大最好的学校，

由资深律师出任法官，可无须培训直接进入角色，为法院选

拔人才提供了更多机会，使法官更加精英化、职业化，同时

也节省了法院的培训资源。 5、由于从事律师工作较长时间

且杰出优秀的律师才能被选拔为法官，法官地位以及威望更

加显赫，是精英中的精英，法官职业成为备受社会尊敬与向

往的职业，也被律师视为自己职业的最高与最终的归宿，律

师对此觉得有奔头，会更加自觉严格要求自己，法官对这来

之不易的职位也倍加珍惜，努力保持清廉的名声，维护法官

的神圣与庄严，不易为钱、权、色所左右。 6、资深律师在

执业期间收入较高，积累了较多的财富，改任法官不需为生

活困难头痛也不会因生活所迫而贪赃枉法。解决了“法官待

遇普遍较低，法官不得不为家庭、住房、交通等生计问题奔

波，陷于社会人际关系网而难于超脱，很难保持宁静的心态

作出高质量的公正裁判” 的实际问题。 7、有利于律师与法

官的“相互独立、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和相互监督。” 从资

深律师中选拔出来的法官具备了十多年的律师执业经验和智

慧，足以让台下的律师诚服。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及司法

权威的树立。 四、从优秀资深律师中选任法官应解决的问题

。 1、改变观念，让法官认同律师。法官属于“官”，律师



属于“民”，官贵民贱的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由于受传统

官本位思想和人治意识的影响，法官很难对律师有职业认同

感，在一些法官眼中，律师只不过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小商人

，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案件审理的麻烦制造者或

搅混水者。这些认识是错误的，律师是运用自己掌握的法律

知识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的目的同样是维护司法

公正，实现法律正义。 2、提高法官待遇，让律师喜欢当法

官。目前法官按公务员制度管理，薪金待遇偏低，一些基层

法院由于地方财政困难，连工资、福利都得靠办案收取的诉

讼费用弥补。在我国，法官这个职业远远未达到它在社会上

应有的地位和身份。法官是人，每一个个体的法官都是一个

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都有七情六欲，都会受到来自于社

会各个方面的利欲的诱惑，要使法官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除了加强教育和监督外，还必须实行高薪制度。实行法官

高薪制度，是保障法官廉洁和做个“孤独”的人的需要，惟

孤独方可宁静，惟宁静方可致远。很难想像法官为生计而操

心的同时能为正义操好心。只有实行法官高薪制度，隆其地

位，优其待遇，才能让社会对法官这个职业产生仰慕感，让

律师精英无悔地选择法官职业。 3、修改《法官法》，让律

师依法当法官。修改《法官法》关于法官条件的规定，明确

可在执业十年以上的优秀律师中甄选法官。设立法官遴选委

员会，除法院审判委员会人员参加外，还应任命具有广泛代

表性的代表（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官代表、检察官

代表、律师代表、人民团体代表等）参加，听取政法委、法

院内部、检察院、司法局、律师协会等单位对于候选法官的

专业、人品、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评价，对候选法官的资格和



能力进行审查，通过后报人大常委会审核任命。 当前，法官

素质作为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和我国司法改革能否取得

理想成效的决定力量，正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积极关注。

借鉴外国经验，改革法官遴选制度，从优秀资深律师中选拔

法官，必将对提高我国法官素质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1999

年3月，最高法院在北京地区公开招考高级律师进法院，尽管

情况不是很理想，但在中国这毕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开端

。2004年6月3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召开的贯彻落实

《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电视电话会议上，肖扬院长说：“我们提倡刚毕业的法律专

业大学生先去做律师，以获得诉讼经验、社会阅历和一定的

经济收入，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甚至资深的法官奠定良好

的基础；同时，我们也提倡具有多年律师经验、品行端正、

阅历丰富、声名卓著、资产富有的律师来当法官，以改进我

们法官队伍的构成。”现在已有汪利民律师、王松敏律师分

别担任安徽省高院、陕西省高院的副院长。未来如何？人们

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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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