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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助理的招录及晋升问题
*

钱 宇 戴晓林

盐城师范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 要: 员额制改革背景下，法官助理作为辅助法官的工作的审判辅助人员不可或缺。当前，法官助理招录上缺少法律依据，招录资

格参差不齐，法官助理入职后的考核机制不完善、未来预期不明确。应明确法官助理的招录法律依据，细化法官助理的入职条件，完

善考核程序，给与法官助理明确的未来预期，以保障法官助理的相关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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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条改革道路都是荆棘丛生，司法制度改革

亦是如此。配合法官员额制而实行的法官助理制度虽

未在《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中规定，但其势必

成为未来司法发展的重要部分。法官助理作为案件的

“幕后工作者”，为法官分担其事务性工作，让其更专

注地从事司法裁判，更高效地产出司法产品，真正实现

“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改革初衷。由此可

见，法官助理的作用举足轻重。本文意在探讨法官助

理在招录方式及晋升环节中存在问题，并相应提出完

善的对策，以为法官助理的队伍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

未来预期。
一、法官助理的界定及招录晋升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

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轮司法体制改革

正值难得的机遇，各试点法院市力破司法实践中的沉

疴顽疾。①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是司法改革中的重要一

环，而法官助理制度将起到平衡与调整作用。
( 一) 法官助理的界定及其职责

1． 法官助理的定义

法官助理，即法官助手，是直接协助法官从事审判

业务的司法辅助人员。2000 年 2 月，房山区人民法院

在开创性地设置法官助理岗位时，就明确了法官助理

的定位，即“负责法官的审判辅助性工作的辅助人员

为法 官 助 理，法 官 助 理 是 审 判 辅 助 人 员，没 有 审 判

权”。②

2． 法官助理的职责

法官助理的职责集中体现在 2010 年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开

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意见》( 以下简称《试点工作意

见》)中。该《试点工作意见》规定了法官助理应当履

行的 12 项职责。如审核查阅案件诉讼材料，归纳争议

焦点和整理当事人提交证据;确定案件的举证期限，组

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根据案情和法律规定，进行指

定法定代理人或是辩护人的相关事宜等。③从规定的

12 项职责的内容来看，法官助理的职责既包含程序性

辅助工作，又包含事务性辅助工作。该《试点工作意

见》的规定成了当前我国试行法官助理制度的各个法

院设定法官助理职责的标准。
通过上述法官助理的界定和职责设置，可以看出

法官助理是法官审判案件的辅助人员，其自身没有审

判权;法官助理不是书记员，其审判辅助工作具有相对

独立性;法官助理与法官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互
相监督。设立法官助理实质上是审判工作的再分工。

( 二) 法官助理的招录晋升现状

在各级法院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探索实践中，

主要存在以下四种招录法官助理的形式:一是通过与

高等院校合作的实习生形式;二是通过劳务公司招录

派遣至法院的劳务派遣制形式，三是通过面向社会招

录合同聘用制的形式;四是通过公务员招考的在编在

岗的形式。如采用公务员招考方式的省份有湖北、四
川、广东等地，其法官助理招考与一般公务员招考同时

进行，考试内容也一致。招考的要求为法学专业毕业

且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重庆的法官助理招考考试

形式也采用了一般公务员考试形式，主要考行政能力

测验和申论，但其是单独举行考试。法官助理一般享

受公务员待遇，年薪在 2 万元左右，但东西部之间的差

距比较大。另外，法院内部选任的法官助理，则维持其

法律职务、待遇不变，使他们在保留现有身份的前提

下，行使法官助理的职责。
二、法官助理的招录及晋升存在的问题

目前实践中法官助理采用多种形式招录，但却因

招录的方式、条件要求不同而引发了诸多问题，进而也

致使法官助理的晋升环节出现诸多困境。以下就这些

问题详述解析。
( 一) 法官助理招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缺少法律依据

司法改革至今，配套法官员额制而产生的法官助

理制度，实质上是舶来品。从 2000 年我国法院系统出

现第一批法官助理至今，《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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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诉讼法等法律并未对法官助理做出明确规定。最高

院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

点工作的意见》( 法〔2004〕208 号，以下简称《试点意

见》)和《关于在西部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

助理制度试点、缓解法官短缺问题的意见》(法〔2007〕
335 号，以下简称《西部试点意见》)等文件因不属于法

律、司法解释的范畴，仅仅是司法改革的指导性规范文

件，因 此 并 不 能 将 其 视 为 法 官 助 理 合 法 化 的 法 律

渊源。④

相较于书记员的身份早就有法可证，法官助理一

直处于难以验明正身的尴尬境地，甚至有人将法官助

理划归为书记员的分支。因此无论是上述哪种方式招

录的法官助理，从起初开始招录就存在着无法可依的

问题，法官助理也就成了没有“户籍”的岗位。
2． 招录资格参差不齐

上述提及的四种招录法官助理的方式均通过笔试

加面试的方式，按比例择优进行招录。虽同招录为法

官助理，招聘方式大同小异，但在招录的要求中，是否

需要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并没有统一规定。一些地区法

院的招录要求中，明确指出必须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而另一些地方的法院则并未强制要求应聘者取得

法律职业资格，只仅仅将其作为笔试中的一个加分项

或者是符合应聘条件的可选项之一，甚至在一些基层

法院的招聘中并未出现对法律职业资格的要求。
( 二) 法官助理晋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考核机制不完善

《试点意见》中规定，法官助理的考核分为平时考

核和年度考核，考核时要参考合议庭的意见。而该条

规定并不能完全解决法官助理的考核问题。主要存在

如下三个方面问题:一是考核主体不明确。由法官来

考核还是沿用现行法院人员的评价方式由法院统一管

理评价，做法不明。二是考核内容不明确。虽然《办

法》规定了法官助理的 12 项职能，但是并未指出这些

职能就是考核内容。这些职能是否等量考察还是有侧

重的考察? 其他例如调研工作是否需要计入考核内

容? 不同法官承办的案件数量、复杂程度不同，他们的

法官助理负责的事项难易程度也有差异，如何评价他

们的工作才不至于有失偏颇。三是在法官助理满 5 年

转任法官时，这些法官助理时期的考核成绩是否需要

作为其入额的必备条件，还是仅以入额时的笔试加面

试的成绩来确定。诸如此类问题尚需明确细化。
2． 未来预期不明

员额制的目的就是把目前我国广义的法官进行分

流，只保留最核心的审判法官，并使其成为入额法官，

而其他人则成为司法辅助人员，其中有一部分则成为

法官助理，当然，这也是进行员额制改革所确定的配套

措施之一。⑤由未入额的法官转任法官助理的人员，在

未转任之前他们是身负审判权的法官或者助理审判

员，从原来的职位转变为审判辅助人员，其心理落差是

巨大的。倘若将其与新招录的法官助理们等而视之，

采取同样的薪酬待遇以及晋升标准，这对他们来说实

质上是“降职”，司法改革的初衷是提高司法效率与司

法公信力，而不是使司法工作者背负精神与物质的双

重打击。若此，他们对于司法职业的信心就会遭受打

击。如何配置那些未入额的但是资历明显高于新入职

的法官助理呢? 如何保证其对司法工作的热情呢? 属

值得进一步探索。
法院合同制聘用的法官助理由于没有固定的编

制，并不属于公务员范畴，同时大部分的合同中规定的

期限较短，一般为两到三年，晋升空间狭窄，不少录用

后的法官助理以此为短暂停留的平台，等司法考试或

其他技能考试通过后就跳槽至另一个工作单位，因此

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不利于法官助理队伍长远建设，

进而难以形成优质、高效的司法体系。
无论是何种方式招录的法官助理，若想进一步得

到提升成为入员额的法官，其过程也是漫长的。以上

海市公布的改革方案为例，法官助理分为一至五个级

别，法官助理需在职满 5 年后方可选任法官。这极大

的延长了法官助理成为法官的期限。⑥同时又产生了

新的问题，法官助理在转任入额法官时该如何竞争?

上下级法院之间是否可以在有法官名额时与基层法院

竞争? 法官员额制的限制势必导致部分法官助理长期

无法入额，那么五年的任职期结束后他们是否能晋升，

有必要加以明确化。
三、法官助理招录及晋升的完善

( 一) 法官助理招录的完善

1． 明确法官助理的法律依据

法律规范的制定是实施员额制改革的保障，没有

法律规范的保障，员额制改革就没有依据，就无法最终

成型并实现预期效果。从工作内容上来说，法官助理

的职责不同于书记员纯事务性，他围绕“审”和“判”作

准备，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所以必须法律明确规定法官助理的职责，明确法官助

理辅助法官办理案件的条件，可在法官的指导下办理

的各种事项。同时法官助理也必须具有较高的法律素

养，对案件有清晰的理解，能够准确把握司法流程，这

样才能更加契合作为裁判者的法官，提高办案效率。
应通过法律规定将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作为法官助理必

须达到的一项要求，以建立更加精英化的司法团队。
当然，法律法规除了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责，办案条件，

各种权利，还必须明确其义务，不能过于放大法官助理

的权利。
2． 细化法官助理的入职条件和程序

聘任制法官助理应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

业操守;具有普通大学法学或法律本科及以上学历;已

取得国家司法考试职业资格证书:22 周岁以上，身体

健康，胜任工作。要加强对聘用制法官助理的管理和

考核，应重点考核其承办案件的质量和综合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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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予以解聘。⑦

司法考试是检验其对法律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的

一项重要指标，想要建立专业化、标准化、精英化的司

法体系，那么势必对于司法工作者的要求也要提高。
从工作内容上来说，法官助理的职责不同于书记员纯

事务性，他围绕“审”和“判”作准备，在当事人与法官

之间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就促使法官助理也

必须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对案件有清晰的理解，能够

准确把握司法流程，这样才能更加契合作为裁判者的

法官，提高办案效率。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制定一套完

整的专门针对法官助理的法律，其中针对法官助理的

进入标准，可以将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设为硬

性条件，优先考虑法学专业人员，并且设立更加公平合

理的面试制度，比如将法院的法官、庭长、院长等组成

面试考官团，每次面试从中随机抽取三至五名面试官。
( 二) 法官助理晋升的完善

1． 设置合理的法官助理考评制度

法官助理考核机制的不明确势必会给司法队伍的

稳定埋下隐患。针对考核主体的问题，应由法官先行

评价，法院职能部门最终确定较为合理。一方面法官

最了解与自己工作配合的法官助理，能给出直观的评

价，但是有也可能出现法官个人情绪，所以另一方面相

关职能部门通过最后把关来最终确定评价是否客观

合理。
针对考核内容不明确方面，应将法官助理的十二

项工作职能作为考察内容，除此之外的工作如调研任

务等也应纳入考察范围;不同承办法官所承办案件量

不同情况下，法官助理工作强度也必然不同，该影响因

素在考评法官助理时，也应当参考。
五年法官助理期限届满后，担任助理期间的考核

应作为入额必备条件。五年的时间并不短，而这期间

在法官助理职位上的表现能够真实反映该司法工作者

对于司法辅助性工作的熟练度以及专业性，基于择优

而选的方针，这些考核是必要的。当然法官助理是否

有资格入员额也需要通过以考试为主，考核为辅的考

试模式来评判。这些考试涉及的内容区别于司法辅助

性工作内容，而是侧重于司法审判，更全面地判断这些

预备入员额的人员是否有能力去胜任法官的工作。
2． 给予法官助理明确的未来预期

未入额的法官转任法官助理的，为了缓解从助理

审判员、法官到法官助理的落差，不挫伤其积极性，同

时也避免其成为改革的阻力，必须尽最大限度地保护

其既得利益以及合理的可期待利益。那么，在过渡期

内，可以为其保留等级、津贴等，或者对于有一定资历

的法官助理可以晋升为高级法官助理，并提高他们的

工资待遇。
针对法官助理队伍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可以一

定程度上提高法官助理的工资待遇，甚至可以为一些

非本地的或是住房有困难的法官助理提供周转房等生

活保障，在升职方面给予优秀的法官助理更多的机会，

允许法官助理拥有通过考核而入额法官的机会。法官

助理五年工作期满后仍未入额为法官的，可以将其超

出任职年限的工龄作为未来进入员额内法官工龄计

算，折抵法官任职年限。其次，可以给予超越五年年限

的法官助理以相应工资待遇的提升，确保不因为法官

与法官助理之间待遇相差过于悬殊而导致离职现象

产生。⑧

强化法官助理工作职责范围的业务能力培养、制
定有针对性的管理规则和考核标准，并切实有效的将

考核结果与法官助理的薪酬待遇结合，使法官助理产

生对该职业岗位的尊重和专注，才能有效保障司法改

革后司法辅助人员队伍的稳固和健康发展。
四、结语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司法队伍必将朝着精英化、
职业化道路前行。法官助理作为法官的基石应该从法

律上给予它明确的肯定和身份，避免其陷入“无法可

循”的境地。现今为缓解法官员额制产生的“案多人

少”的燃眉之急，法官助理的招录方式多样，导致招录

的人员法律素养参差不齐，随着改革的成熟，法官助理

的招录必将从经过法学专业素养培训的人员中进行。
明确考核机制以及晋升机制，保障法官助理的物质及

精神权益，方为良策。从而才能避免司法腐败，积极地

充实司法队伍，完成司法工作，传递司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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