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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法改革的属性是优化司法权的配置和运行模式，其推行必将给法律职业格局带来深远影响。本文首先探讨司法改革中职业化导向

带来的总体影响，其次探讨职业化改革背景下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人力资源配置和流动未来可能的走向，基于对司法改革政策的研究，以广东

省律师群体以及在校法科学生为标本，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总结这一改革路径下法律职业格局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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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改革中的职业化导向

当前我国对法官、检察官遴选条件较为简单，对专业、

经验通常不作要求，门槛较之发达国家的职业门槛低。而

律师行业的门槛，也仅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律师事

务所实习满一年，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后即可正式执业; 这种

条件的设置将非法科生包括在内，仅凭一场考试便将律师

与非律师区分开来。而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拥有较

多法治经验的国家，都建立了从律师中遴选法官、检察官的

制度，且对法律从业人员的职业保障与职业培训有着一定

要求，其法律职业体制是多元化、专业化、集中化的。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四个

五年改革纲要( 2014 － 2018 ) 》中提出针对 8 个重点领域的

45 项司改举措，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在法官检察官遴

选方式上做了重点改革，在选任、提名、管理、任免上更加严

格、专业要求更高，从体制设计上落实司法人员专业化导

向。司改的初衷是为我国司法权正位，强化司法权独立及

有效实施，而司法人员职业化无疑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之一，有利于提高司法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从而保障司法

独立与公正。从改革趋势上来看，法官、检察官职业准入要

求不断提高，职业管理也越来越规范，然而晋升空间、人身

安全等职业保障制度的建设却跟不上司改的步伐，法律职

业格局失衡便成为职业化改革的外部性问题，这种外部性

又会反作用于司法体系，产生波动，故而需要对风险有合理

预测，根据权变理论动态选择最优的司改措施。

二、调查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分别设计两份问卷，

调研对象分别为广东省律师及律师助理、在校法学专业学

生，共计 1003 人，兼顾了不同层级、年限、性别、年龄。主要

调查方面有三: 一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即将进入共同体内

的法科生对司改的看法; 二是该看法对法律职业选择产生

的影响; 三是职业选择之变化对法律职业格局的影响。

( 一) 法律职业共同体对司改的看法

大多数法科生对司改都有一定关注，占受访法科生总

数的 85． 18%。其中，最受关注、知晓度最高的司改内容是:

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制度，和加大司法

公开力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这两项内容，均有约 63% 的法

科生了解。其次，完善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以及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也有较多法科生知晓，分别占受访人数

的 58． 54% 和 49． 92%。

新一轮司改政策中，最受法检系统热议的当属员额制。

根据调查，法科生对员额制的支持度并不高: 仅 9． 56% 表示

完全支持，14． 83% 表示反对; 在把法官当做第一职业选择

的法科生中，仅有 2． 63% 表示完全支持员额制，而表示反对

态度的却超过 50%。员额制的实行，提高了法科生进入法

检系统的门槛，也给法科生进入法检系统后的发展增加了

壁垒，可能会使法科生对法检系统望而却步。

( 二) 司改背景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选择

在司改背景下，让律师重新选择职业，65． 48% 的律师

仍会选择坚持本行，26． 3% 表示不确定，仅 8． 22% 不会再选

择律师行业。认为律师业发展前景很好、发展前景较好的

律师中分别有 83． 78%、73． 23% 的受访人会坚持律师行业。

受访法科生中，仅有 6． 26% 不考虑从事法律行业，93．
74% 的法科生有志于投身法律行业，其中最受欢迎的职业

选择是律师，其次是检察官，紧接着是法务 /法律顾问，分别

占受访法科生的 37． 07%、25． 37%、14． 17%。数据显示，律

师职业相对自由、收入增长快、发展前景较好，这是法科生

愿意选择成为律师的主要原因。而广东某律师事务所主任

在访谈中表示，律师这一职业相对于其他的法律职业更具

有活力和挑战性，促使律师群体不断学习和进步以确保与

时俱进。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必须满足客户需求，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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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客户满意度直接挂钩，这也鞭策着律师走在时代前沿、

了解客户需求，主动提升自我。这些特性与优势都是其他

法律职业所不能比拟的。此外，司改后被排除在“员额”之

外的法官、检察官更愿意选择成为律师，而即将推行的从律

师中招录法官的做法使得律师成为法律职业中转站，其职

业去向更为宽广，以上均为律师们再择业时不轻易离开律

师行业、法科生愿意成为律师的原因。
( 三) 法律职业面临的格局变化

1． 法检系统的变化

( 1) 法检系统部分编制冻结。2011 年以来广东省法检

系统招录人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暗示着广东法检系统

编制人员的渐趋饱和，而个别法院超编的报道也在印证该

种推测。根据报道及法检系统公务员招录信息，法检系统

近年来从应届毕业生中招录法官、检察官的人数减少，落实

员额制后，法检系统部分编制基本冻结，广东省 2015 年公务

员考试公开的职位表中已经没有法检系统的职位，尽管可

能开放助理职位，但员额制下助理的晋升空间、薪资水平等

职业保障问题不解决，也可能产生“用工荒”。
( 2) 法检系统人员流失。现阶段，法检系统人员流失问

题已是法院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不少骨干法官、检察官在

积累了大量审判、诉讼经验之后转岗成为律师、法务等其他

法律从业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前院长郑鄂称，5 年来广

东全省各级法院调离或辞职法官人数超过 1600 名。司改影

响下，这种情况或将加剧。
( 3) 法检后备力量不足。尽管就业是一种双向选择且

单独一个法学院的就业情况或许具有特殊性，但上述数据

仍从一定程度上证明法学毕业生从事法检工作的人数比例

与法检系统的招录人数呈正相关。员额制使得法科学子进

入法检系统的口径急剧缩小，同时也压缩了法科生进入法

检系统后的发展空间，令法科生对法检系统望而却步。在

职业选择考虑因素上，分别有 36． 41% 和 34． 1% 的受访法科

生将“收入待遇”和“发展前景”作为首要因素，法科生对职

业收入待遇与发展前景的看重导致更多法科生毕业后会选

择进入律师行业，而不考虑进入法检系统，长此以往很可能

导致法检系统人员只出不进、缺乏新鲜血液的补充，更可能

影响法检系统的正常运转。
2． 律师职业的变化

( 1) 律师成热门职业，群体数量膨胀。74． 52% 的受访

律师认为律师业发展前景向好，仅 3． 56% 的律师认为律师

业的发展前景并不理想。律师对律师业发展前景持乐观态

度应当说是基于一定社会现实与观察的。随着中国法治社

会不断健全，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律师业也搭乘改革快车、

不断蓬勃发展。根据课题组调研，律师行业的优势主要体

现在:

首先，律师可预期的职业薪资能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增

长。根据调查，有 38． 9% 的受访律师认为律师行业是法律

行业中收入较高的职业，其收入往往与从业时间长短有着

密切联系。从数据分析可知，从业 4 年以下律师中有 63．
7% 的年收入在 7 万以下，大部分从业 6 至 10 年的律师年薪

已达 20 至 50 万，而从业时间长达 20 年以上的律师有高达

75% 的年收入达到 50 万以上。
( 2) 专业化律师需求增长。广州的律师业现状是，业务

律师的分工不明显，许多律师兼任多类业务，使得行业内部

发展出现瓶颈，律师数量与质量产生矛盾，专业化程度低，

同业形成恶性竞争。随着司改推进，状况出现转机，律协和

律所内部开始注重管理，律师间逐渐形成专业化分工导向。
( 3) 律师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法官责任终身制、员额制

等司法改革措施，给法检人员带来更多压力，也提高了进入

法检队伍的门槛。这既加剧了法检人员转岗的情况，又降

低了初涉职场的法科毕业生进入法检系统的热情，大部分

希望从事法律职业的法科生便只能选择律师、法务等其他

职业。此外，还有部分法科生将律师作为职业过渡，以获取

进入法检系统的机会，实现“曲线就业”。在法检两院员额

无空缺的情况下，有 50． 74% 的法科学子选择以律师作为中

转站，等待机遇进入法检队伍，实现自己法律理想。因此，

在现阶段律师职业不仅仅扮演着法律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还充当了法科生进入法检系统的跳板。双重角色的律师职

业似黑洞一般，吸引着大量法律人，竞争也将愈来愈激烈。
三、结语

优化司法权的配置和运行模式是司改属性，法律职业

共同体的职业化是改革重点，因而法律职业格局也将随之

变化。在司法改革大潮中，怎样确保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人

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如何引导法律人进行职业选择

都是改革措施推行中的难点。实行员额制以实现职业化是

本轮司改的亮点，但必须确保不同类别人员职业上升通道

的开放，还需解决员额制改革在部分法院产生的案多人少、
优秀法官流失问题; 职业准入、职业保障若跟不上员额制的

步伐，法 检 系 统 人 员 断 层、律 师 行 业 人 才 饱 和 将 成 司 改

症结。

为了实现司法改革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推行渐进式的员额制是最基本的对策，而建立相应的法律

职业准入和遴选制度、职业保障制度等是基本保证，最后，

司法职业化需要倚仗法律人，因而需从法律人的培养入手，

促进法学教育的发展，使其与职业化要求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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