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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实施以来，全国累计有近百万人参加司法考试，前三次

考试共有6.64万多人取得了法律职业资格。 据统计，目前全

国共有法官19万多人，检察官14万多人，律师11万多人，公

证员1.3万多人，但高素质法律职业人才仍存在很大缺口。 许

多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由于对我国法律职业现状不

熟悉，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法律职业，所以仍在法律

职业的大门外徘徊。本人想通过本文使广大持证者对我国法

律职业现状有所了解，从而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有所借鉴和帮

助。 国家司法考试至今已经举办了四次，前三次考试近有7

万人获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证，按照以往比例今年也将有2万人

左右取得证书。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后如果选择理想的职

业正是持证者最为关注的。笔者对某地区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证书的110人进行了调查：就业于法院系统34人，检察院系

统30人，律师行业21人，公证行业1人，其他类别24人。另外

，在对未从事法律职业的24人进行关于“你希望进入的法律

职业部门或行业”问卷调查时，填写法院系统14人，检察系

统5人，律师行业3人，公证行业的0人，政府、企业或公司法

律部门2人。从调查可以看出，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就

业形势基本良好，98%的人都有固定职业，但是有20%的人对

目前所从事的职业不满意，其中大部分为新入行的年轻律师

。 自2002年开始，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职业必

须通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只有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后



才能从事这四大法律职业，但四大法律职业之间以及职业内

部还存在着地位悬殊，人才分布、收入分配不均等现象，高

素质的法律人才仍然缺乏。 法官检察官影响力位居首位！ 法

官、检察官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在社会上更为人们所尊敬。

但是由于受历史原因的影响，早期进入司法机关的大部分人

员为非法律专业人才。目前我国法官、检察官总体素质并不

是很高，而现有司法机关编制基本趋于饱和，法官、检察官

实行的又是职务终身制，司法机关人员出口也不通畅，导致

优秀法律人才无法进入司法机关队伍中来。现在司法机关工

作人员的补充，大部分地区采取省级司法机关统一组织招考

，每年全国各法学院共有10万左右的毕业生，由于招考机会

有限以及现有编制限制，最终进入司法机关的只是很少一部

分，大部分迫于无奈只有进入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行

业。 我国律师行业经过几年的体制改革，律师已经从国家法

律工作者转变为社会法律服务者，由于其进口相对比较宽松

，近几年律师数量增长很快。公证行业相对于其他三大法律

职业来说影响力较小，大多数人对公证行业缺乏了解，取得

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很少考虑选择从事公证员职业。笔者所在

地区原本有三名公证员助理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其中有两人

通过招考进入司法机关，另外一人是由于招考成绩不理想而

未能进入司法机关。在早期时，公证机构是代表国家实施公

证证明活动，单位性质为国家行政机关，公证员也为国家干

部，但是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公证体制进行了改革，公证机构

也成为独立承担责任的证明机构。目前相当一部分公证员都

为国家机关或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表

现尤为明显。公证法实施后，公证机构将和国家机关彻底脱



钩，大部分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公证员将不愿意继续留

在公证机构工作，这就很有可能导致公证员数量短期内的巨

大缺口。 律师总收入远超其他法律职业 ！ 据统计，全国律师

每年业务总收入在90亿左右，律师人均年收入在8万元左右，

而北京律师人均年收入则达到26万元。全国法官的年收入平

均在15000多元左右，北京市在2004年以前普通审判员年收入

在9万多元，2004年北京实行“阳光工程”的工资改革后，许

多高工资的法官收入减少了近一半。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工

资标准是一致的，只是在其他补贴等方面有所差异。公证员

月平均工资在1000多元左右，公证员在社会地位逊色于司法

机关，在发挥自我上又不如律师职业，也因此导致了其吸引

力低于其他三大法律职业。但是目前公证员收入还是比较稳

定的，工作压力相对也不是很大。随着公证法的颁布实施，

公证行业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逐步提高，面对其他法律职

业存在激烈竞争的形势下，预计公证员职业会成为很多持证

人新的选择。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法官的工资和律师相比

绝对是低薪，但是笔者从调查中发现，希望从事法官职业的

人数比例却远远高于愿意从事律师职业的比例，特别是持法

律职业资格证的年轻群体。笔者对参加2005年司法考试中未

从事法律职业的100名考生进行了法律职业调查，其中54人选

择的是法院。为什么经济收入和择业愿望会成反比呢？律师

职业属于一个高收入群体，但是律师行业存在着“强者更强

，弱者更弱”的利益格局。虽然全国律师年收入总数高达90

亿元，但是70多亿被20%的律师所拥有，剩下的20亿却要

由80%的律师来分割，律师收入严重“贫富不均”。对于刚

刚新入行的律师来说，每月只能拿到不足千元的工资，而且



每天的工作非常辛苦，除去各种必需生活消费就所剩无几了

，更重要的是心理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因此，司法机关对于

大部分刚出校门的学子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但是律师职业

具有工作自由度大，可以最大限度发挥潜能和展示自己的优

势和特点，对于喜欢挑战精神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吸引力。

近几年司法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入，社会法治环境和律师执

业环境也得到逐步改善，律师职业的吸引力正在逐步得到增

强。 西部法律人才流失严重 ！ 据调查，西部许多地方的基层

法院、检察院面临着法官检察官断层、人才流失的严重困境

，很多基层法院、检察院只有3至4名法官或检察官。一方面

司法机关人员大部分不能通过司法考试；另一方面通过司法

考试的不愿意到基层法院。相比之下，西部律师紧缺现象更

为严重，目前全国还有206个县没有律师，具有律师资格的很

少有愿意留在西部不发达地区执业的。法官、检察官人才流

失主要是由于生活条件的艰苦，律师不愿意留在西部执业并

不仅仅是因为西部条件艰苦，还有市场需求问题。目前我国

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全民法律意识不高，法律服务市场

需求还很狭窄。西部公证行业发展落后原因也在于此。西部

法律人才流失问题其实也属于人才正常流动，符合市场经济

发展规律，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这种完全市场化的人才

流动不利于法律职业部门的健康均衡发展。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对此问题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通

过西部法律人才援助计划、降低西部司法考试门槛等措施，

逐步缓解西部法律人才需求压力。 另外，我国目前在法律职

业人才选用上还是各自为政，未形成统一的法律人才任用机

制、法律职业培训制度和法律职业交流制度等，这些制度的



建立和完善也是未来司法考试整体制度努力的方向。随着国

家司法考试相关配套制度的逐步完善，将会为广大法律职业

人才提供更好的施展平台，真正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大多数的持证人选择去法院或检查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

原因根据国内目前的实际情况，法官和检查官的灰色收入部

分远远高于他们的工资和其他律师的收入！大部分的法官和

检查官根本就对自己的工资收入多少忽略不计，更多的则是

关心着手中握有的权利的价值。法院的很多法官都在轮岗的

时候千方百计的往民庭、刑庭和执行庭调动，这背后的原因

何在呢？例如，搞民事经济审判的和搞刑事审判的法官就比

搞行政审判和在立案庭工作的法官灰色收入来得容易和来得

多。 律师的收入表面上虽高，但是他们本身就承受着很高的

赋税，而且业务上的应酬费用非常之高是没有真正干过律师

工作的人难以想象的。法官和检查官的灰色收入不用缴税，

而且业务应酬都有律师做东请客，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费用。

法官和检查官唯一需要付出的就是用自己的个人前程和违法

犯罪不断的擦边，其灰色收入绝对的可以和其冒险精神成正

比。而且律师的案源有限、竞争激烈，而他们则案源不断、

自动上门。他们还有一项重要的支出就是需要不断给自己的

领导请客送礼，以便可以升官或调动至更好的位置，掌握更

大的权利，再牟取更大的利益！ 大多数的持证人选择去法院

或检查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根据国内目前的实际情

况，法官和检查官的灰色收入部分远远高于他们的工资和其

他律师的收入！大部分的法官和检查官根本就对自己的工资

收入多少忽略不计，给某位法官打电话，如果是晚上几乎打

几次他几次在外边吃饭，灰色收入的情况确实大量存在。司



法实践中，有法官直接告诉当事人“你去找XX所XX律师，你

的案子肯定赢”这样的话，当然这时律师收了案子，给法官

的所谓“信息费”是所收律师费的10%，已经成了潜规则。

而事务所偷税的情况，也大量存在，据我所知，很多事务所

每年交固定数量的死税即可，不用每笔业务都单独上税。 以

上,是我国四大法律职业现状.虽未接触司考也未资格证，但认

识它,可以让我看清前面的路，对我们今后的选择也许有所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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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