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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风险 本文所称执业风险，是指律师在办理各类刑事、民事

、行政诉讼业务及其他非诉讼业务过程中，由于律师的过错

（包括故意与过失）致使委托人（或当事人）遭受损失而应

当由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对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律

师乃是一个专业水平较高的职业群体，其为社会提供的法律

服务也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而当事人却常常对法律知之甚

少，甚而一无所知，律师的专业知识及业务技巧成为了当事

人维护其权益的至关重要的武器。因此，当事人对律师往往

形成也必然具有极为强烈的依赖性。当律师在办理有关的法

律事务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故意或者往往在社会现实中更大

量出现的过失而致使委托人（或称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受到

损害时，必然面临委托人提出索赔的风险，尤其是在法治不

断发展与完善、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与权利意识大为提高的

时候，类似的问题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这一方面反映

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值得我们为之而感到高兴与欣慰；但

一方面，执业风险问题也将成为一个制约甚至防碍律师业务

的拓展以及律师事务所发展壮大的障碍。因此，为了律师事

业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我们有必要研究如何防范执业风

险，以求建立较为完善、科学的风险监控机制。二、律师执

业风险的转移与防范 就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律师行业为了避

免执业风险对本行业发展的损害，可以采取风险转移的方式

来减轻甚至消除有关事故的影响，也可以在事前采取更为积



极地行动进行风险防范。一般地，风险转移是指将本应由律

师事务所或律师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通过合法的方式转移给

其他主体承担，在有关的风险事故发生后，直接由该其他主

体向有关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 风险防范是指律师事务所以

及律师在执业活动过程中，通过完善业务操作规程，进行规

范地业务操作，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执业风险事故的发生。在

律师执业过程中，为了减少乃至避免执业风险的损害，以上

两种防范方法应当是并行不悖、相辅为用的。 在目前，各地

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地，由律师协会组织律师事务所及律师

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律师职业责任保险，就是实行律师

执业风险转移的很好途径与方式。这点不作详述，重点就律

师执业风险的防范谈谈意见。三、执业风险内部控制与监督

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在开展律师业务的时候，通过投保律师职

业责任保险的方式来转移执业风险，是重要与明智的举措。

但也要考虑到，在律师事务所内部就律师的执业活动建立和

完善执业风险的内部控制与监督制度，也是重要的，甚至是

更为重要、更为明智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健全、完善

的风险控制与监督制度，必然导致发生风险事故的机率大大

增加，进而导致有关的保险费率上升，甚至可能导致保险人

拒保情形的发生。由此可见，建立一个比较健全、完善的风

险控制与监督制度在执业过程中是完全必要的。 （一）律师

执业风险内部控制与监督制度的目标与要求 律师执业风险内

部控制与监督制度，顾名思义，乃是指在律师事务所内部，

对律师业务的办理过程进行充分地监督和有效地控制，以防

范律师执业风险的管理制度。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其执业风

险的发生，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往往是由于律师在办理委



托人的有关事务时由于疏忽大意，没有尽到应尽的勤勉、谨

慎义务，而致使委托人合法权益遭致损害；其二，由于有关

律师的业务素质与能力不强，不能预见到相关的法律后果而

致未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而致使委托人合法权益遭致损害

；其三，律师由于某种原因而故意不为办理或者拖延办理委

托人的法律事务，从而致使委托人的合法权益遭致损害的。

前述三种原因之中，以前两种较为常见，第三种则发生不多

，但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则更甚，同样不可小觑。 由以上，我

们可以看到，建立律师执业风险内部控制与监督制度的目标

就是尽可能地防范执业风险，减少甚至消除风险事故的发生

，从而有利与律师事业的健康稳定地发展。律师执业风险内

部控制与监督制度的建立，要求律师事务所加强对律师办理

法律事务全过程的监督、控制，而律师则严格遵循相关的业

务办理规程。以此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同

时也就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身的利益。 （二）律师执业风险

内部控制与监督制度的原则 在律师事务所对执业风险进行控

制与监督的活动中，需要遵循以下一些的原则，以保障其控

制与监督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取得预期的效果。 1.合法的原

则。对律师执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控制与监督，

必须依法进行。不合法的行为是不可能达到行为人所预期的

目的的。如果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在对执业风险进行控制与

监督的时候，采取了不合法的手段、方式或途径，其必然侵

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乃至于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如

此，则不但不能实现对执业风险的控制与防范，反而大大增

加了承担其他法律责任的风险。因此，在整个的执业风险内

部控制与监督过程中，遵循合法原则是极为必要的。 2.适时



的原则。律师事务所之所以要建立执业风险控制与监督制度

，其目的在于防范执业风险事故的发生。就其本意而言，其

着眼点在于事前及过程中用及时的、毫不延迟的措施对整个

过程予以监控。也惟有如此，才可能起到防范执业风险的实

际效果。而任何拖延的、滞后于事件发展过程的管理与控制

，都是不可能取得防范效果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3.科学有

效的原则。为了对执业风险进行监控，律师事务所必然会设

计、采取相应的措施，用以具体执行，以达到监控的目的。

而这些措施的采用能否达到其设计者的预期目标，则取决于

该措施的科学性。一个不科学、不合理的措施或者制度架构

，要利用其取得预期的目标，无异于缘木求鱼、直钩垂钓。

因此，必须设计并采用一套科学有效的制度、措施，才能真

正实现对执业风险予以控制与监督的作用。 （三）律师执业

风险内部控制与监督制度的主要内容 要对律师执业风险进行

控制与监督，就应当针对产生执业风险的环节与过程，制订

详尽、科学、合理的措施，组成一个完善有效的监控制度体

系。就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应当从收案、风险告知、缔约

、确定承办人、过程管理控制、案件研讨与汇报、记录与备

案、业务学习、责任追究等几个方面，分别制订管理、监督

及控制措施。现试分述如下。 建立健全科学的收案制度。收

案是律师办理一宗律师业务的起始点。如果没有收案，就不

可能发生执业风险的问题。对收案程序进行严格的审查与管

理、控制，有利于从源头控制、防范执业风险的发生。在当

事人提出委托要求后，由律师进行必要地细致地审慎地审查

，可以较准确地把握该委托事务的法律属性，明确其法律关

系及相关的法律要点，从而便利于将之分配给在该类法律案



件办理方面有专长的律师来处理。从而更好地维护委托人的

利益，进而防范风险事故的发生。 建立并执行风险评估及告

知制度。在律师办理法律事务的过程中，常常由于各种出乎

律师意料之外的及律师本身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影响法律事务

的办理结果。这种情形的发生，常常导致委托人对律师的误

解甚至抱怨，进而引发其提出赔偿请求。因此，律师或者律

师事务所在办理某一法律事务之初，就应当谨慎地对有关的

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评估，并将之如实地告知于委托人，以

尊重委托人自身的意志，有其作出相关的决定。 缔约明确化

制度。律师在为委托人办理有关法律事务之前，会用委托合

同的方式来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互相约束。但在现

实生活中，在有关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内容极为简单，许多

的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甚至于没有约定。这种情况下，由于

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极易导致争议的发生。因此，律

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明确地约

定，并用明确的、不易引起歧义的语句、词语进行表述。如

此，可以防范相当数量的纠纷的发生。 设立主承办人制度。

现在社会中，对于需要集体协作的一项工作或者活动，不管

是如同建设公司进行一处建筑工程，还是商务公司处理一宗

商务活动，往往都确定一人作为项目经理（也可能为其他的

称谓），由其就该项目对公司负责，具体处理有关的协调、

管理职能。律师办理法律事务时，存在类似的情形，即一项

法律事务往往不是一人就可以独自处理完毕的，常常需要多

人的参与、集体的协作，但又必须明确集具体的负责人，以

利于组织协调。因此，有必要借鉴项目经理制度，设立主承

办人来具体负责一项法律事务的全过程处理，以免因无人负



责或者责任不明而致使事务处理不当，从而对委托人的权益

造成损害。 过程管理控制制度。一项法律事务的处理，或长

或短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处理完成。在这处理过程中

，如果承办人员由于疏忽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未能及时处理

相关事务或者处置不当，就会造成委托人合法权益的损害。

因此，有必要建立有关的过程管理控制机制，由承办人按一

定时限将法律事务的办理进程反馈给管理部门，再由专门的

负责部门或者人员依照各类法律事务的特点对有关的承办人

予以提醒或者催促，从而避免延迟处理情况的发生。 案件研

讨与汇报制度。当案件只由某一个人单独办理时，由于个人

能力及知识的局限性，很容易造成对法律事务性质把握不准

的情况。如此处理，则势必影响办理的质量，损害委托人的

权益。古语有云：“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因此，完

全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将案件根据需要交由集体或者专门

的部门进行研讨，集中集体的智慧，形成综合意见供承办人

作为办案的参考。 记录与备案制度。律师在处理有关法律事

务过程中，有相当的工作过程没有形成书面文件，或者有书

面文件但可能因为某些意外情况而丢失，这些情况的出现都

可能导致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也可能使律师在与委托人发生

争议时，无法有力地证明自己的主张。这也构成了执业风险

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建立和完善文字记录及备案制度，既

利于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也利于保护律师自身的利益。 业务

学习制度。社会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出现，法律也在不断地完善与更新。律师如果不去积极

学习各种新的知识，就不能很好地维护委托人的权益，甚至

给委托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应当建立业务学习制度，



敦促律师积极、认真地学习，也是从某个方面防范了律师执

业风险的发生。 责任追究制度。当人们追求利益的时候，他

还会注意避免损害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说，如果用一种制度

措施去对有关责任人的过错行为予以追究并以限制甚至取消

其某种利益为后果时，该有关责任人将会尽力去避免过错的

发生。当这种责任后果较为严重时，对主观故意形态的过错

具有极为明显的抑制和防范作用。因此，在律师执业风险内

部控制与监督制度中，决绝不能缺少有关责任追究的内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