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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 （化名） 是某省
法院一名普通的法官，最
近几个月，刚从法院离
职。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
候，他再三要求一定要将自
己的名字隐去，“只有几个
亲戚朋友知道我离职了，不
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张扬如今在一家企业
做法务经理，日常的工作
主要是制定、修改、审核
单位的一些合同和法律文
件，单位有官司要打，他
就跟下属一起收集整理资
料配合律师的工作，有时
候也会出差参与单位的一
些重要合同的讨论和谈
判，单位的员工或者客户
经常会找他来咨询一些法
律问题，他会根据自己的
经验进行解答。虽然工作
依然繁忙，但跟当法官的
时候相比，他有了更多的
时间去陪自己的孩子。

对于从工作了十几年
的法院离职，他说他考虑了
很久。在外人看来，从事法
官职业，有一定的社会地
位，又身在体制内，将来退
休了，各种保障也不用担
心。旁人有时会非常羡慕
他的这种稳定。离职之前，
他反复权衡过，一旦离职，
这种稳定就不会再有了，但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离职。
每个月，他发到手上的

工资是4000多一点，除了工
资，他也看不到继续干下去
还有晋升的空间，“我已经
快40岁了，基本上已经没什
么晋升空间了。法院系统
晋升空间本来就小，基层法
院有的法官干了十几年甚
至到退休，他们的法律职务
只是助理审判员，法官等级
也只是三级法官，行政级别
也只是一个科员”。

而法官繁重的工作压
力也让他萌生退意，他自己
曾经算过，一年下来他至少
要审 200多个案子，几乎每
天都在加班，每晚都在写判
决。而法院内部非常严格
的“错案追究制”则让他每
时每刻都像在“走钢丝”，一
点都不敢大意，时刻处于巨
大的压力之中。

不久之前，一位在法院
系统工作了几十年的法官，
在跳出法院系统后求职时
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说“卖身
不卖艺”。但在张扬看来，
他自己早已经把自己“卖”
给了他曾经为之努力的法
官职业，“有时候，还会经常
梦到自己使劲敲下法槌，然
后从梦中醒来”。

（据北京青年报）

法官辞职后再就业道路并不宽阔 人脉资源并非绝对优势

跳槽法官如何拿到50万年薪？
39岁的年轻法官张伟将辞职信和工资条发到网上后，引发了人们对“法官跳槽”这一现象的关注。在很多人看来，跳槽后的法

官适合做的工作就是律师，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然而律师们认为，人脉资源对于跳槽的法官来说并非最重要的，那么什

么又是律师事务所看上的呢？很多企业喜欢跳槽法官到他们那里去做法务工作。记者了解到，在一些企业里做法务，跳槽法官高

的能拿到50万的年薪，他们又靠的是什么呢？

带着诸多的问题，日前，记者对跳槽后法官的去向进行了一次调查，试图解开“跳槽法官能拿50万年薪”背后的谜团。

如果去看一些律师的履历，会
发现不少律师曾经都在法院工作
过。比如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宣
东律师，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庭重点从事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
审判工作。记者从业内多位律师处
了解到，从事律师行业是不少法官
辞职后的“首选”。

在普通人的印象里，法官离职
后转型去做律师是一件非常顺其自

然的事情，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因为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法

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
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
护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
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
理人或者辩护人。

对于一些离职后想转型做律师
的法官来说，这个规定是一道绕不
开的坎。面对这个规定，一些人会

先进入企业做两年法务，等时间满
了两年之后再去从事律师职业；一
些人则会先选择进入律所，从行政
人员、律师助理做起，等时间够了再
做律师。

“在律师事务所做行政人员、律
师助理，拿的都是固定工资，收入一
般，肯定没有正式的律师多。”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律师对记者
说。

记者通过采访调查发现，目前，
北京律所的律师中，有不少都是从
本地和外地法院跳槽而来的。

在不少人眼里，法官转型做律
师，由于在法院工作过，很多人都是
之前的同事或者朋友，如果去法院
打官司，会比别人有很多优势，这是
一笔很丰厚的“人脉资源”。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法官法》
所以对法官离任后就职有所限制，
其目地就是为了堵住可能出现的

“人情案”。
记者采访多家律所后发现，律

所在招离职法官当律师的时候，都
不约而同地强调“业务能力”，其次
是人品，“人脉资源”反而显得不那
么重要。

“人脉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当然
人脉资源也会看，但是没那么重要，
最看重的还是个人能力。”北京盈科
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易胜华说，
并且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
干了很长时间的法官，资历很深，有
的则是刚开始干没几年，本身还处
于成长阶段。在做了律师之后，有
的人转型转得很好，但也有一些短
时间内很难适应这种转变。

而能否适应这种转变，也直接
的影响着法官转做律师以后的收入
情况。

记者了解到，跳槽法官转做律
师后，收入的确会高于当法官时的
工资，但也并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
样“年薪五十万起”。“在收入上视个

人情况而定。律师收入高低主要取
决于代理的案件数量和给所在的事
务所带来的创收。”许兰亭律师说。
事实上，在更多的律师看来，无论跳
槽法官之前在法院工作如何，或者
人脉多广，但只要做了律师，就能以
律师的业务要求来衡量其绩效。

据了解，法官转为律师后，收入
水平参差不齐。不过，记者询问了
多家律师行业的资深人士，但他们
并不愿意直接谈及法官转为律师后
的薪水问题。而易胜华律师也只是
从律师行业的角度侧面谈及了这个
问题：“在收入上，律师收入和业务
挂钩，可以挣多少，要看律师能力，
有的人能拿30万到50万的年薪，但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由于《法官法》的规定，一些离
职法官在离职后更多地选择进入企
业去担任法务工作。这个趋势在近
两年更为明显，记者调查发现，除了
进入国有企业，近年来法官辞职后
进入互联网公司、金融公司当法务
的已经越来越多，“这些企业收入相
当可观”。

北京某中字头企业的法务吴远
（化名）告诉记者，相对于法院的工

作压力来说，法务工作虽然也很繁
忙，但相对轻松一些，收入上更可
观。如果能担任企业法务部门的负
责人，那么收入高过法院数倍应该
不成问题。

记者了解到，由于具有法律背
景，在法院工作过，一些具有丰富审
判经验的法官特别受大企业法务部
门的青睐。“一些大的企业会比较看
重这些经验丰富的离职法官，因为

这些人有丰富的审判经验，在法院
工作过，在法律界有着丰富的人脉
资源，大企业为这些人开出年薪 50
多万很正常。”易胜华律师表示。

但易胜华律师同时表示，不是
每个离职的法官都适合去做法务，
因为除了审合同这些日常工作，法
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谈判，

“这需要一定的辩论才能，有的法官
可能在这方面并不擅长”。

除了去律师事务所或者企业做法务，法官跳槽之路还有
哪些呢？记者调查后发现，其实法官跳槽后的出路并不算
多。

到大企业做法务，人脉广能拿50万年薪

律师事务所选法官能力最重要其次是人品

法官离任两年内不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

除了转型做律师，也有
一些法官选择继续深造，进
入高校，从事学术研究。比
如曾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
司法改革任务起草的北京
大学博士生导师傅郁林教
授，便曾在武汉海事法院工
作了 8年的时间，历任审判
员、研究室副主任，之后进
入高校研修，最终成为著名
的法学学者。

但像傅郁林这样法官

转型成学者的情况并不多
见，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
更多的情况是法官成为高
校的兼职教授。因为根据
目前高校的实际情况，要想
成为一名教授，不但要取得
一定的学历，还要完成教学
工作以及科研工作，时间跨
度比较长，对一些年龄比较
大的法官来说，放弃工作，
重新进入高校进修，显然是
个不小的挑战。

在 离 开 法 院 的 法 官
中，也有一部分是选择通
过考试或者调动进而到行
政系统中当公务员。

记者调查发现，跟行
政系统公务员相比，法官
的晋升空间相对比较小。
进入到法院之后，先要做
一到两年的书记员，然后
提拔成助理审判员可以办
案，再经过两到三年的助
审经历，才能提拔为审判
员。除去极少数法官会被
提拔为副庭长、庭长，绝
大多数年轻法官只有在每
年的上级法院遴选中，才
有可能被遴选到上一级法
院去当法官。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
的张明梅律师曾在西南某
省基层法院工作了十几年

时间，先后担任该院书记
员、审判员、庭长，最后成为
该院刑事案件审委会委员，
根据她的经验，在法院里对
一些人员较多的业务庭室
来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有机
会晋升到庭长和副庭长，如
果所在业务庭室的领导年
轻能力又强，那其他人晋升
会更难，而在法院系统内工
资和职务又是挂钩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
获得晋升，可以通过遴选进
入上级法院，但这个名额非
常有限，也可以调动到其他
公务员系统中。除去名额
有限，还会有新的问题，“法
官是从事审判业务的，专业
性非常强，即使到了别的部
门可能会觉得业务不对
口，感到不适应”。

■观察

法官跳槽还有哪些选择

法官转型成学者不多见

到其他系统做公务员很难适应

■讲述

“我有更多时间陪孩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