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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状况调查月收入为负数的精英们 为了拿到这张红色的律师

执业证，实习律师们需要忍受一年的“零工资实习期”。因

为收入微薄，律师们不得不在法律和生存之间艰难选择。 律

师，这个昔日和风光、尊重、高薪等词联系在一起的职业，

如今却让从业者们感到了几乎无法承受生存的压力。日前，

国内首次针对律师生存状态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律师已成

为城市中的低收入和无保障阶层。但与其他低收入群体不同

的是，这也是一个全部拥有高学历、并通过了“中国第一考

”的“精英”阶层。他们一面肩负着国家法制建设的重任，

一面忍饥挨饿地在行业中打拼。 “中国第一考” 成为一名律

师并不容易，第一关就要面对被称为“中国第一考”的司法

考试。司法考试以难度大、通过率低而闻名全国，几乎没有

人能一次通过，绝大多数人要考三五年，甚至有人考三五年

都考不过。 2006年9月16日，一年一度的全国司法考试再次开

考，28万多名考生迈进了“中国第一考”的考场。这是考生

卢宇参加的第四次司法考试，4年前，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一年级的研究生。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报名参加司法考

试。如今，卢宇已经是某国家机关人事处的工作人员。他说

：“我有很多同学考了两三次后就放弃了，但我还想试试，

毕竟通过了司法考试才能有进入这个行业的敲门砖。”卢宇

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我国高校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几乎每

个人都有多次参考的经历。 稍微研究一下司法考试的人员构



成就会发现，什么年龄段、什么学历的考生都有，在校大学

生、研究生、在律师事务所打工实习多年的年轻人，甚至中

年人⋯⋯每个人谈到司法考试都觉得是“巨大的压力”。 记

者了解到，2002年司法考试的全国平均通过率为6.68%，2003

年为8.75%，2004年为11.22%，2005年稍有提高为14.39%。但

与其他考试相比，通过率仍然低得惊人。 而且，即使能够通

过这样严酷的选拔，也并不能成为一名律师。这只是取得了

律师资格，后面还有更艰辛的第二关、第三关⋯⋯ “零工资

实习期” 成为一名律师的第二关，是历时一年的律师事务所

实习期，期满合格后，可以拿到红色的律师执业证。 在这一

年的实习期中，刚刚通过司法考试的考生们，马上要面临巨

大的经济压力。因为在实习期间，实习律师们的收入是由律

师事务所“看着给”的。而对于这份收入，实习律师们往往

有苦难言。 小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她的实习期是在父亲

朋友的事务所里度过的。“很少听说实习律师能拿到高薪的

，除非，他运气好，或者就是有其他的因素。”小闫告诉记

者，“能够进入事务所实习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班的很多

同学都是找熟人才有实习单位，否则连实习单位都找不到。

” 一位网名是“新小律师”的网友公布了自己实习期间的真

实经历：“司法考试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律师事务所

的前台接待，每月工资250元。难道我们实习律师不是人，而

是植物吗！” 记者了解到，即使在江浙等发达地区，实习律

师们的月收入也只有900元左右。小闫告诉记者，还有很多律

师事务所明确规定：“实习律师没有报酬。”即便如此，她

和同学们还是会去实习。因为“如果不去实习，就永远没有

机会上手，更谈不上积累经验了。” 孙先生是北京市一家律



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他说：“每年到事务所来实习的学生不

下三五十人，而且基本都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在这种情况下

，事务所只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参与实践的机会。如果支付报

酬，事务所自身的运作就要受到影响。” 很多实习律师因为

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而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实习律师

的“不安稳”，让事务所更加不轻易对实习律师委以重任。

这就在实习律师和事务所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两者

的矛盾也越积越深。 律师风采 “初入行没有案源” 熬过艰难

的实习期后，就成为一名新律师，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比

实习期更漫长的“案源匮乏期”。 小林已经在北京一家律师

事务所工作了3年，在这3年中，他接到的案子只有十几件。

“当事人都愿意找老律师办案子，因为他们社会阅历丰富，

关系广泛。我们因为没有实战经验，所以很难取得当事人的

信任。” 因此，“只要有了案子，我们就累死累活地找材料

、搜集证据、准备辩词。但是新律师的代理费很低，而且还

要交给律师事务所费用和税费，真正拿到手的，还不够辛苦

钱。”小林说，“谁能想到律师舍不得打车，还经常为房租

发愁呢？可是，我们确确实实感到连房租都是压力。” 国内

首次针对律师生存状态的问卷调查显示，42%的律师一年办

理诉讼案件的数量不足10件，62%的律师一年办理的非诉讼案

件的数量不足5件；从业3年左右的律师平均年工资在三四万

元左右，除去办案成本后，收入只够“糊口”。而且，还有

一些“新律师”由于找不到案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没有

任何收入的。 专家：律师不是商人 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主任

胡福传认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律师应该被视为低收入和

无保障阶层。他展示了律师们的工资单，记者看到，多个律



师因为没有接到案件而又要向律所交纳保险和管理费等，工

资竟为负数。胡福传说：“律师的收入是呈金字塔式的，高

收入者处于顶端，为极少数，有70%以上的律师生活艰难。

”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王凡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律师的平均收费不如出租车行业

，年毛收入不足10万元。 律师行业的起步艰难，使不少法学

专业毕业的学生不愿意去做律师。中山大学法学院对本科生

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35%的人志愿成为律师，而到毕业时

，真正去律所工作的学生却是少之又少。中大法学院的2006

届本科毕业生有200人，只有一人与律所正式签约。中大法学

院党委副书记莫华对此表示：“法学院学生出去做律师的正

在逐年递减。” 一些学生则表示，他们不会选择律师作为第

一职业，而是会考虑先做公务员，等到积累一定社会关系之

后，才会考虑是否做律师。而那些步入律师行业的人中，很

多人不久便转考公务员或从事其他职业，坚持下来的少之又

少。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心理方面的专家陈女士对记者表示，

律师一面肩负着法制建设的重任，一面又忍受着饥饿在行业

中打拼，这两方面的极端失衡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弊病。做

律师是追求法律正义，还是干脆把律师做成商人？就现在律

师的生存状况而言，无疑会把他们逼成商人。能够做到律师

这一行的都是具有相当深的教育背景和高素质的人，让他们

丢弃法制理想，由天使变成魔鬼，改变无疑是残酷的。中国

律师行业因贫富不均而存在着青黄不接的断层。律师，尤其

是年轻律师，是中国律师行业未来发展的希望。他们关于职

业发展的困惑与痛苦也是沉重的，社会应该关注律师的现实

问题和长远发展问题，要给他们更多指导和关怀，用心解决



他们的困惑和忧虑。(记者 杨曼) 更多信息请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