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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说是制度设计和保障的问题。法官是什么样子，不是个

人的选择而是制度的选择。我们现在有30多万法院工作人员

，其中有20多万具有法官职称，但是他们的职业化程度达到

了什么水平？或者说能不能用职业化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现在

的法官群体？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这种状态的形成和我们

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制度设计有关。直到今年统一司法

考试实行之前，法官职业的入口和行政机关的入口是一样的

，首先要通过的是公务员考试，其次才是法院内部的业务考

试，前者是门槛，后者是陪衬。进入之后的工作安排，晋升

路径，考核标准，管理体制，几乎完全是行政化的。此外，

法官承载的社会使命与行政官员相同的地方太多而相异的地

方太少。 一般说来，一个职业的形成需要诸多社会条件，其

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对专业化知识的需要。而社会对于专业化

知识的需要又是和社会成员的认识能力相适应的。例如，在

一个经济和文化极度不发达的社会里，人们找巫医看病，请

有力气的人盖房子，找长者裁决纠纷，这里不涉及专业知识

和技能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矛盾

和纠纷亦日益复杂，法官就从这样的社会需要中分离出来了

。法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看法官是否能够独立仲裁所

有的社会纠纷，或者说，法官仲裁社会纠纷的范围在某种程

度上表现了一个社会法治的程度。 与这样的社会使命相适应

，法官必须专业化和职业化。专业化要求专业知识和技能，



职业化要求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技术，职业形象，职

业保障。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法官职业化的目标

，将其作为法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的、长远的战略性措施

，这是一个突破，是法官自我意识和社会角色意识强化的结

果。有意识比没有意识要好，但光有意识是不够的，必须要

进行制度改革。法官不是官，是一个职业，有自己的职业标

准和规则，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可能困扰司法改革的很多

问题都能够解决了。 新闻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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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