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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_E5_9B_BD_E

5_AE_B6_E7_BB_9F_E4_c36_49809.htm 当前，吉林省2002年通

过首次国家司法考试合格人员的资格准入问题愈发突出，成

为制约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实施中的难点。为进一步摸清全省

合格人员资格准入难的现状、原因，探索有效的解决途径，

最近，我们以信函、电话、走访、座谈会等形式，就合格人

员择业的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当前合格人员择业难问题的

主要表现 从调查情况看，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考取法律职

业资格的主要目的是从事法律职业工作，他们在择业意向首

选是法院，其次是律师事务所、检察院或政府机关法律部门

。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致使他们的择业和用人

部门的选用都面临着十分窘迫的处境。 一是从已取得法律职

业资格的人员角度看，其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取得法律职业资格难，而进入法检部门更难。被调查者普

遍反映，他们千辛万苦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后，却面临着择业的困难。他们非常想进入法检部门工作，

圆多年法官、检察官之梦，从事司法审判实践工作，充分发

挥自己所学专长，但因现实条件所限，很多人圆梦化为泡影

。以吉林市为例，在首次考取法律职业资格的65 人中，今年

只有4人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了基层法院工作（法院系统

实际拟招录法官职务11人），其余人员或是进入律师所实习

，或仍固守原职。在调查时，他们普遍反映，由于目前法律

服务市场比较混乱，缺乏公平竞争的氛围，律师权利保障制

度也不够健全，致使许多人不能顺利地或不敢轻言放弃现有



工作而进入法律职业部门任职或执业。二是存在凡试必考，

多个证书多条路的误区。随着我国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和就业

准入制度的逐步完善，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形下

，有很大一部分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是抱着“多个证书

多条路”的想法，凡试必考，以便为将来的就业和职业转换

做好储备。这其中不仅包括无业人员，更多的是国家机关公

务员和企事业人员等。 二是从被调查的用人部门看，目前主

要的问题是处于对人才两难选择的困惑：一方面现有的法官

、检察官整体素质不高，形势的发展需要一大批法律精英；

另一方面现有的编制趋于饱和，且法官、检察官职务终身制

，造成出口不畅，优秀法律人才又无法进入司法队伍中来，

致使许多用人部门只能是望贤兴叹！显得很无奈。 三是地域

间差异，造成法律人才严重失衡。由于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法律人才出现严重失衡，我省首次考取法律职业资格人员

，绝大多数都希望进入省、市两级法、检系统和律师行业，

出现供大于求；而老、少、边、穷的县（区）尽管享受优惠

录入政策，都无人问津，致使很多经济落后县（区）基层法

院、检察院甚至连一个正规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都找不到，

还有10个县、区至今没有律师事务所，严重制约和降低了法

律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二、合格人员择业难产生的根本原因 

通过调查，我们感到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择业方面存在的

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现行的国家人

事制度没有解决好干部的分类管理问题。职位分类作为现行

人事行政管理的科学方法，与人才选拔制度构成现代人事行

政的两大支住。目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起了职位分类的

政策体系（尽管不够完善），但其管理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其



他法规的配套实施和正常运行，现阶段作为职位分类管理政

策的要件，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配套和完善，所以，

在我国公务员只能是所有干部的代名词，法官、检察官与公

务员处于同等的身份和地位，在管理上没有体现出职位分类

的独特性。前不久，中组部文件还在强调，今后进入法检部

门必须经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这个问题。换言之，作为进入法

检部门的人员唯一的途径只能是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这一条

路，这在客观上就造成了国家司法考试与国家公务员考试之

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矛盾和冲突带来的负面效应，不仅

仅是造成重复考试、人才资源的浪费；还直接影响到法律职

业资格证书的效力，损害了国家司法考试的统一性、权威性

和严肃性；更重要的是阻碍了优秀法律人才进入法、检的大

门，延缓了推进司法队伍职业化、精英化的进程，有悖国家

司法考试初衷加快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推进国家民

主化和法制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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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