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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6_96_B9_EF_c122_485553.htm 在1949年以后的很

长时间里，由于某种观念的影响，我们对于国家权力建构中

的复杂性缺乏认识，例如，对于法院作为一种国家机关的独

特性缺乏必要的研究。在具体的制度层面上，法官选任标准

低下，法院内部管理制度高度行政化，机构设置充满随意性

，司法行为过分主动，以及司法行政混同于司法判断，都是

其中的一些突出表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化和

人们法治和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这种大而化之的制度建设

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显现出来，并陆续成为改革的对象。 现在

，书记员制度的改革方案终于出台了。书记员成为法院工作

人员中的独特群体，他们不再是法官的预备队，而只是始终

从事纯粹技术工作的专门人员。仿佛医院里的护士与医生之

间的分别，书记员不可以因为工作年限的增长和资历的积累

而成长为法官。这样的改革意义何在呢？ 我们都知道，在法

官的职业素养中，独特的教育背景和长期的司法历练所带给

他们的判断力是至关重要的。与之不同的是，书记员虽然也

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素养，但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仍然

只是准确地记录法庭的活动。经年累月的记录工作会使他们

的工作更加熟练和精确，但这与法官所应当具备的对于法律

诉讼的判断力完全是两回事。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书记

员理应作为工匠层次的群体，而不是一种高度专业化意义上

的职业。这种区分无疑将深化人们对于法院内部不同人员之

间差异的认识，并且将有助于在法官选任、书记员聘用、不



同人员的考绩标准、薪俸福利等法院管理的各个环节上体现

这种差异。 正是由于法官与书记员之间的这种判然两分，法

院内部的科层化和合理分工才得以实现，司法效率才能提高

。 随着司法所承担的社会调整使命的日益加重，各种纠纷和

案件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但是，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却

是严重不足。过去不少人总认为这种情况需要法院编制的增

加来解决，但是，问题在于，在我们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庞大

的法官群体的情况下，积案却是与日俱增。据一份比较数据

显示，中国的法官的人均审案数量只相当于美国法官的1／20

。 原因何在？法院内部人员缺乏科层化和合理的分工是其中

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某种庸俗平等主义以及司法领域的群

众路线的影响，我们对于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层级划分往往

是很排斥的，法院内的司法决策工作和辅佐管理工作浑然不

分，法官经常要处理本来是书记员、秘书、法警甚至清洁工

的工作（某个中级法院院长每天清晨带领“党组一班人”打

扫卫生还受到过报纸表扬呢），另一方面，辅佐人员经常可

以通过各种途径登堂入室晋升为法官。前些年被媒体揭露出

来的山西绛县法院副院长姚晓红便是由司机而办公室主任再

副院长的。这样，法官与辅佐人员犬牙交错，不同性质的事

务裹缠在一起，结果当然是“月朦胧，鸟朦胧”，司法工作

要有效率才是怪事。 法官与书记员之间划分的另一个价值在

于这样做有助于提高法官的人格尊严和职业尊荣。法院是法

官主导的机构，正如大学是教授的领地。在制度上，必须让

法官成为司法权的惟一主体，让他们有主人的身份和职权。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他们晋身之阶上显示他们的卓尔不

群。英美国家的法官照例是从最优秀的律师中间选任，就是



要想方设法使法官成为法律职业群体中最受尊重的人们。在

司法所处理的事务越来越纷乱复杂、许多纠纷难以给出一个

非黑即白的结论的情况下，司法得以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重

要前提就是法官要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但是，如果法官的出

身有可能只是从事机械记录工作的人们，那么他们又如何让

当事人和律师在法庭上对法官肃然起敬呢？当然，如果书记

员通过自身努力，通过了司法统一考试而成为法官，那也是

十分值得尊敬的。文章出处：法律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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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