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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统一考试对法官素质的影响 

霍宪丹

    

    法官素质并非天生，而是通过统一的严格的教育培训并在长期司法实践的锻炼中逐步养成的（大陆法

系国家比较注重教育培训，而英美法国家则重司法实践）。从现代教育理念看，我国目前的法官，包括检

察官和律师在内的法律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制度，存在着三个突出问题：一是从教育的系统化和一体化发展

趋势看，在法律的学科教育阶段，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和教学内容等方面与法律的职业素养、

职业要求脱节；从法律人才培养体系看，法律的学科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准入标准和法律职业培训要求之间

缺乏符合逻辑的制度化联系。二是从终身教育思想的理念看，我国尚未确立法官在内的法律从业人员伴随

其职业生涯的终身接受教育培训的观念和制度。进入21世纪，如果不能尽快建立起为法官提供终身接受教

育培训的制度，使他们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补充新理论、新知识和技能，不能提高职业素养，那

么，不仅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律职业队伍将成为一句空话，而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无法实

现。再从认知规律看，法律这种实践性强的学科，最适于具有不同社会和专业背景，具有实践经验的人学

习。在现代社会中，终身化的教育培训制度是各项事业制度创新和改革发展的可靠保障。三是与教育发展

的社会化（开放办学）、多样化和个性化趋向还存在较大差距，“法官训法官”的原则主要是指上岗转岗

前的职业训练，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不能抽象为普适性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官的培训工作更要打

破部门所有制和大而全、小而全的观念，充分利用高等法律院校、互联网等社会资源和高科技手段，合理

分工，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开展法官培训。 

       

    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将对构建统一的法律人才培养体系和法律职业保障体系的改革、完善，发挥

直接的促进作用并产生深远影响，这对于提高和保障法官素质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

制度的建立，将统一法律职业的准入条件和进门的标准，从入口上保证了法官的基本规格和条件，这对于

法官的基本素质是一项基础性的制度保证。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利益的多元化、部门化和地方化，由

于行政部门和社会其他部门的不正常干预，由于现行法律存在的过于粗疏等不足，尤其是历史形成的法官

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一体执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建设一支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内的同质化的高素质法律家队伍，在现阶段，

对于实现法制统一的原则和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二，在各主要法治国家中，法

律人才培养体系主要是由法律学科教育、司法考试制度、法律职业培训制度和终身化的继续教育制度所构

成的，在这个体系中，司法考试是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在体系中发挥着特殊的导向作用和桥梁纽带作

用。因此，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将从制度上把法律职业与法律的学科教育、法律的职业培训和法律

的继续教育制度结合起来了，这不仅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脱节问题，而

且有助于真正形成相互衔接、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一体化的法律人才培训体系，充分发挥系统优化的整

体效能，有效地实现和保障系统的最高目标；建设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其三，由于司法考试制度在

司法体制中所处位置的特殊性，使其具有能带动和推进与直接相关的其他制度改革的可能行。司法考试制

度的建立，首先会对法律人才培养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还将对法律职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发生

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要求法律职业结构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要求法律职业分工进一步专业化、职

业化，而且必将引发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与变革，如，法律职业交换制度、法官身份待遇制度、法官遴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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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

用制度、法官考核制度、法官惩戒制度，统一的法律职业管理制度和培训制度，真正实现从“凡进必考”

到“同考同训”的过渡等等。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完善，它对于提高和保

持法官素质将日益发挥出根本性的保障作用。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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