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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职业化建设各

项措施，在最高人民法院努力下，实现了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大范围的异地交流任职。从目前的情

况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异地交流在全国已是

蔚然成风。现在，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陈刚

用实证方法对法官异地交流对司法效率的作用做

出了分析。

在理论上，法官异地交流是把“双刃剑”，它

对司法效率的提高同时具有促增和抑制两种效应，

因而，定量识别法官异地交流对司法效率的净影响

就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以2008年中国各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异地交流轮岗活动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

法系统评估了法官异地交流对司法效率的净影响。

研究发现，中国的法官异地交流显著地提高了以结

案率来度量的司法效率，由异地交流来的法官任院

长的地区，当地的结案率在平均意义上要比其他地

区的结案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但是，法官异地交

流对司法效率的正向影响存在1年左右的政策时滞。

除此之外，法官的籍贯、学历、年龄、任期等个人

特征也显著地影响了当地的司法效率。

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女性中“白领”工作

者的比例都低于男性。但是，“白领”工作者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女性高于男性。且女性在高工

资行业就业的比例都低于男性。也就是说，与男

性相比，女性要得到相同工资或进入相同行业，

花费的成本要比男性多，或者说，在女性花费相

同成本的情况下，企业会拒绝女性或给与女性较

低的工资报酬。   

来自厦门大学和加州大学的两位学者，通过用

人单位在中国一个主要的互联网招聘网站（智联招

聘）上刊登的招聘广告，研究其对求职者性别的偏

好，并以一个雇主搜寻理论模型对数据中显示的规

律性现象做解释。这一理论模型能够将雇主将搜寻

限制于其偏好的性别倾向，与雇主潜在的性别偏好

区分开来。模型同时显示对技能要求更高的职位将

不会在招聘广告中出现性别偏好的表述。这一点在

数据分析部分得到强烈支持。文章同时发现雇主的

性别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职位而异：很多用人单

位同时在一部分职位上要求男性而在其他一部分职

位上要求女性。性别偏好的差异有1/3是出现在雇主

与职业交互项定义的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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