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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5_BC_A0_

E5_BF_97_E9_93_AD__c122_485898.htm 近两年来，关于“西

部和贫困地区基层司法官短缺”的话题引起人们热切关注。

议论的广泛程度和频繁程度，直接促成了今年3月9日中央组

织部、中编办、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共同制定发布了《关

于缓解西部及贫困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法官、检

察官短缺问题的意见》(下简称《意见》)。为有效缓解这些

地方“司法官短缺”的状况，《意见》提出了“稳定本地人

才、引进急需人才、培养后备人才、提高队伍素质”的对策

，并倚重于组织的力量，针对性地设计了各种制度措施，如

合理配置和使用现有司法官资源、建立人才对口支援机制、

改进省级统一招考和多措施拓宽司法官来源渠道等。可以预

期，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实行，上述地区“司法官短缺

”的问题将会得到“有效缓解”。 此外还可以发现，《意见

》对于解决这些地区“司法官短缺”问题的思路也是比较健

全的。《意见》强调了司法官选任的法律标准，提出要加快

研究解决司法官分类管理、职级待遇、职务保障制度等重要

问题，提出要提升司法官的素质品质等，这些都表明“司法

官短缺”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而且更涉及质量以及与此

相关的诸多因素的改变。 回顾人们关于“西部和贫困地区基

层司法官短缺”的议论到《意见》出台的过程，我想也需要

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和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究竟什么是

“司法官短缺”。对此，《意见》开宗明义的界定是：司法

官“队伍来源短缺、办案力量不足且有逐步加剧的趋势，严



重影响了这些地方审判、检察工作的正常开展。”其中最关

键的表述是“办案力量不足”，这构成了对“司法官短缺”

的实质性界定，揭示了司法需求和供给关系的核心内容。那

么，这些地方的“司法官短缺”是否导致了“办案力量不足

”并不断加剧的问题呢，我想就此应该有肯定的回答，而且

《意见》的出台事实上也是以此为前提判断。问题是，此前

、甚至直到现在人们关于这些地方“司法官短缺”的议论并

没有在这方面提供扎实的说明。从各种媒体报道分析的内容

看，讲的都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西部和贫困地区基层法、检

两院的“缺编”问题，而不是导致“办案力量不足”的“缺

人”问题。 比如，见诸于媒体的报道说，贵州检察机关编制

在5500人左右，现在空编竟达1000人；陕西检察机关2002年

至2005年共减少检察官712名，同期该省基层检察院只有69人

通过司法考试，有49个基层检察院没有一名干警通过司法考

试；内蒙古检察官断层严重，每年平均减少人员200余名，基

层院有大量“一人科室”，司考通过率低、人才危机加剧；

重庆基层法院法官人数呈负增长趋势，自2001年以来，全市

基层法院新进人员474名，担任法官职务的仅有78名，有16个

基层法院没有任命过一名法官(不含院领导)，法官断层问题

严重。显然，这些地区基层司法官的缺编、缺额是无疑的，

但是否因此造成了“办案力量不足”，造成了司法官“缺人

”的问题呢，可能还无从判断。 由于各种原因，由于进口不

通、出口不畅、合格人员流失、人员结构失调等等原因，西

部和贫困地区基层法、检两院存在“缺编”的事实，但是，

在看到扎实的相关数据和分析报告前，我们还不能贸然认定

这些地方在“办案力量不足”的意义上有“缺人”的问题。



质言之，在理想状态下----编制计划准确适时的情况下，缺编

意味着缺人，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却有足够

的理由表示怀疑。 即使不考虑案件类别、纠纷解决观念等复

杂因素对司法资源“耗能”的影响，在东部和一些中心城市

面临“诉讼爆炸”的局面下(想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年审理5

万多案件的情况)，这些地区司法机关的人均办案数量肯定普

遍会高于西部或其他地区；而去过西部做调研的人都了解，

在地广人稀、发达程度较低、风俗习惯殊异的大环境下，法

、检两院的案件量是比较少的，人浮于事的状况并不少见。

由此说来，可能我们要讨论就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广东等许多比较发达地方基层法、检两院的司法官短缺问题

。如果做课题调研，我们甚至可以非常合理地预设：中国政

府机关包括司法机关存在严重的缺编不缺人、缺人不缺编的

问题。在知情者眼里，政府机关和全额事业单位存在吃编制

空额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秘密。同时，人浮于事不仅常常于

事无补，反而导致“寻租”腐败，也不乏现实的教训。 要回

答不同地区的司法官是不是短缺的问题，会涉及诸多复杂因

素的考量。从相关性的角度分析，很多因素可能并没有直接

的影响，如单纯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等。编制因素的影响

尽管直观而显著，但是，编制的产生原本是基于“做事”的

需要，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我们确有必要厘定需要，核实

编制，进而准确回答司法官是不是短缺的问题。从司法需要

、司法功能出发看问题，还有助于我们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

形成更加准确的判断和应对思路，如从物质待遇和职业保障

上大大增强司法官职业的成就感，以此为先机，切实提升职

业品质和工作效能。如此这般，就不会在有了“司法官整体



质量不尽如人意”的判断之后，错过司法考试制度给我们改

造司法官职业、提升其品质带来的良好契机，就不会在对于

司法官职业品质改善缺乏深度关切的情况下，过分倚重行政

组织手段解决问题。 曾几何时，关于中国法官(尤其是最高法

院法官)“数量太多”的议论也盛极一时，在此话题仍余音绕

梁之际，我们又遭遇了关于“西部和贫困地区基层司法官短

缺”的议论和实践。如此鲜明的对比和反差，需要我们在一

个浮躁的年代做一些不那么浮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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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