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我国律师执业人身权的法律保障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8_B0_88_E

6_88_91_E5_9B_BD_E5_c122_480434.htm 【内容提要】律师制

度作为国家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律师制

度的完善乃是一国法治健全、政治文明的标志。律师制度也

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加强社会经济现代化管理，维

护公民、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同时也

有利于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1996年5月15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法》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之后关于律

师工作的又一重要法律。它的颁布结束了中国没有律师法的

状况，在完善律师制度、保障律师依法执行业务、规范律师

行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国法治观念、诉讼文化、历

史沿革以及律师队伍本身的不同，权力机关、社会公众对律

师的认同，理解程度差异甚大。尤其是在历史悠久的中国，

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为数不少的人不仅在制度上抵制，

不认同律师制度，具体实践当中，从立法到行政、司法，从

合法到非法，从“官”到“民”，侵犯律师执业权益甚至人

身权益的现象比比皆是。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律

师艾伦#8226.达维德在分析中国法律传统时讲道：“中国人民

一般总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订些什

么规定不感兴趣，不愿站到法官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

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

是和睦相处与和谐。”“中国人尊重的传统是，解决争端首



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然后是‘理’，只有最

后才诉诸‘法’。”中国人“在处理交往关系中，最应该研

究的是合作精神与协调一致。判刑、惩罚和多数裁决的办法

都应该尽可能避免。争端应该加以‘消除’，而不是判决和

仲裁。”“中国人很不相信法学家。在任何情况下，解决争

端的办法应不受法律框框的局限，而要符合公正和人情的原

则。”“直至本世纪为止，儒家思想一直占支配地位而法并

未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他们通过其他途径寻求实现公正的办

法。法律只起补充的作用，为以礼为基础的社会服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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