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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1_88_E6_BA_90_E7_c122_480985.htm 法律服务资源，是

律师事务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资源，包括诉讼案件和非

诉讼法律事务，或者也可简称为“案源”。 律师是当事人的

代言人，律师的社会、政治地位折射出了当事人的社会、政

治地位，也可以说是人民权利的缩影。只有真正实行严格的

法治，人民权利真正有了保障，律师才成为社会真正有用的

人，律师的价值才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充分体现出来，律师的

法律服务才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律

师事务所也才可以在竞争中得到发展。 目前中国是世界人口

最多的国家，有13亿人口，可谓泱泱大国，而执业律师仅有

约12万左右，按人口比例还不到万分之一，即一万多人中才

有一个律师。就是这么个比例极少的律师，其参与司法活动

、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程度也极为有限。记得几年前，在

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在二千多来自各界的人大代表中，

有四名律师被光荣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就足以成

为全国性新闻了。 据了解，美国人口不足二亿，却拥有律师

超过100万。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美国，不到270中就有一名

是律师，特别是律师业最发达、最集中的华盛顿，每22人中

就有一个是律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人对律师的需求

和依赖。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州府，每年都要雇佣大批律师

为其工作。律师在美国政界中更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例如，美国司法部每年要雇佣上千名律师。在美国，律师以

超乎寻常的比例占据着政界要职，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席位和



众议院的一半以上席位被律师占据着，律师在美国政治生活

中产生巨大影响力，美国43届总统中，有将近半数（21届）

是律师出身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

平同志曾提出中国律师人数太少，要大力发展律师事业，断

言中国需要“三十万律师”。那么这三十万是少了还是多了

？这最终还得看市场需要而定。供大于求，就是多了；反之

，供不应求，就是少了。让我们看看美国律师在社会中的作

用吧。人们记忆犹新的情景是：美国第四十三届总统的竞选

达到白热化阶段，戈尔与小布什在民意测验中所得票数不相

上下，在正式投票时，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佛罗里达州在计

票时发生争议。围绕着人工计票问题，双方发生了一系列全

球瞩目的诉讼，戈尔和小布什各自的律师团在这场总统竞选

纠纷中自然是出足了风头。 可见，在美国社会生活的任何一

个方面和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律师提供法律服务，都离不

开律师的影子。因而，美国律师的数量不是按照某个人的计

划和设想而产生，无论是其规模和数量，都是由社会客观需

求所决定。 如果要同美国相比，如果孤立地从律师的数量及

占人口的比例来看，多数人一定认为中国律师人数太少，律

师人才资源稀缺。但如果真正深入了解中国律师目前的生存

状况，真正了解中国法律事务资源状况，就会得出相反的结

论：中国律师是过剩了，而不是不足。只要你到各个律师事

务所深入调查，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律师尤其是欠发达地区

的律师，似乎得了“案源饥渴症”，得到案子就像得到钱一

样，或者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案源的开拓上，没有更多

的精力考虑如何将案件办好，如何将案件办成精品。因此，

案源稀缺状况基本上制约和决定了律师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作为律师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法

律主体：律师是靠办案挣报酬，而律师事务所是靠经营获得

利润。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律师都是单纯靠自己办案赚取

报酬，作为事务所，靠经营获取利润的情况真的是少之又少

。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情况是：尽管我国仅有12万左右的执

业律师,但大多数初出道的律师难以获得法律服务资源，无案

可办是最突出的问题，多数重大的诉讼和非诉讼法律服务资

源掌控在少数从业时间较早，影响较大的律师手中。基本上

没有律师所敢于招聘大批领工资的专职律师,原因只有一条：

没有案件给他们办。 但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靠

自己干活可以为自己积得第一桶金，却不可能单纯以此手段

把“法律服务”这块蛋糕做大。因为作为律师，你无须雇用

其他律师来为你办案，你没有那么多的案源，你永远靠自己

办案挣钱维持生存，那么，你永远只能是“个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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