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诉讼代理问题研究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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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0_91_E8_AF_89_E8_c25_20585.htm 诉讼代理在促进现代诉

讼的民主化以及使争议得到公正和有效率的解决方面正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现代诉讼代理制度（主要指

律师制度）萌芽较晚，对于诉讼代理制度的立法也远未成熟

和完善，造成实践中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所要讨

论的公民诉讼代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进行讨论之前

，笔者先对公民诉讼代理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公民诉讼

代理，是指在我国的司法诉讼程序中，非法律职业（主要是

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普通公民担任诉讼当事人（或被告人

）的代理人（辩护人，以下省略）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

权利参与法庭诉讼的一种活动。 公民代理诉讼的历史流变 公

民诉讼代理相对于律师诉讼代理而言,共同构成了目前我国的

整个诉讼代理制度。从它的发展历史来看，公民诉讼代理一

直处于非正式状态，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但我们

仍可以从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的演变历史中发现一些普通民众

参与诉讼代理的痕迹。 我国出现诉讼代理人的历史可追溯到

奴隶制社会。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由于严格等级

制度的存在，贵族在发生争讼时自己不能直接参与，而是派

遣自己的诉讼代理人进行1，该些诉讼代理人不是专门的职业

人员，而是贵族能言善辩的臣下。这些代理人是作为贵族的

替身看待的，当时有哪一方辩论失败则处罚相应代理人的情

形。进入封建社会直至近代，被称作“刀笔吏”和“讼师”

的民间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逐渐普遍，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



职业，但由于他们的代理行为存在的“挑词架讼”、扰乱司

法管理秩序的情况，并危及封建王朝的统治权威，因此一直

未被法律所认可，相反，历代都有一些“刀笔吏”和“讼师

”被送官治罪甚至遭处死的典故2。在法律上认可诉讼代理人

是到元朝之后，明、清两代亦有因袭。元朝法律规定，官员

以及年老疾患者的亲人、家属可在特定的家事诉讼中代理出

庭诉讼3。此立法的原意在于维护官民等级制度，但也有体恤

弱者的一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以及随后的北洋政府陆续颁行

了清末变法中制定但未及施行的一些法律，该些法律制度主

要参照了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提倡律师代理诉讼

的相关制度，但对于普通公民参与诉讼代理则少有明确规定

。在实践中，当时的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采取了强制律师辩

护，而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则较为宽松，与诉讼当事人有亲

戚关系、朋友或附属关系等都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成为诉

讼代理人4。 现代公民诉讼代理的雏形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红色根据地的立法。当时以及新中国建立后诉讼代理制

度的建立都仿效了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一些做法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

组织及裁判条例》第24条规定中，明确了“被告人为本身利

益，可派代表出庭辩护，但须得到法庭的许可”，该所谓“

代表”泛指一般的公民。1936年延安颁布的《川陕省革命法

庭条例草案》中，则明确了“必须是劳动者有公民权的人才

有资格当选辩护人”。1943年9月《苏中区第二行政区诉讼暂

行条例》及各地相应立法的规定则较为具体地确定了公民担

任代理人、辩护人或辅助人的范围，其选任的范围有所扩展



，与现行立法许可之范围有相近之处，其中包括：1、配偶、

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或共同经济生活之亲属；2、法律上利害

关系之人；3、基于正义并经区以上政府机关团体证明确非别

有私图之公正人士。 建国前夕，党中央以指示的形式宣布废

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其他法律。1950年12月，中央人

民政府司法部发出《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

完全废除了旧的诉讼代理制度包括当时的律师制度。在随

后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规定“被告

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

民团体介绍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以由

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5至此，尽管当时还

没有单行的诉讼法对此予以规定，但公民诉讼代理已为统一

立法所明确。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又分别制

定了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单行诉讼法，其中诉讼代理制度

的规定中都明文规定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可以受委

托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6，公民诉讼代理的内容更加明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立法传统和司法实践对于公民代理诉

讼态度一直较为宽松，近二十年公民代理诉讼的情况更为普

遍。很多公民将自己进行诉讼以及接受他人委托参与诉讼作

为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公民代理诉讼成为一种为广大

民众所接受的实践。随着现代法律援助思想的兴起，以帮助

弱势群体为己任的社会法律援助团体以公民代理诉讼名义进

入诉讼领域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我国目前阶段存在公民诉讼

代理的原因 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在于其一定程度上适应了

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

先，法律制度上许可公民代理诉讼的存在源于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性质和人民司法的精神内涵。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人

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权参与国家各项管理，公民参与诉讼代

理是每一位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形式；而人民司法的一

贯提法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司法诉讼对于民众参与的开放

性，公民代理诉讼是其应有的题中之义。 其次，公民代理诉

讼能够基本满足相对我国变革前简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

的需要。从建国以来一直到80年代中前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

，我国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经济、政治关系都相应的明确和简

单，法律关系基本停留在传统状态，所涉的诉讼案件的领域

十分狭窄，法律的专业化以及法律实践人员的专业化都不是

急迫的问题，从当时的实践来看，公民作为代理人也是基本

能够适应当时诉讼的要求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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