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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5_B8_88_E4_c36_480395.htm 在沿海的城市里，深

圳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深圳的外贸、招商引资历年居全国

之首，几百家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在此设立了分支机构，金融

、房地产、知识产权、高科技开发中的法律业务特别是涉外

法律业务激增。 去年，深圳3100名律师的总收入为10.6亿元

人民币，人均年收入约为35万元。 如此的高收入，吸引了大

批律师到深圳等沿海地区创业。深圳对律师的需求，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律师将来的发展方向。现在，沿海需要

什么律师，深圳需要什么律师，哪类律师短缺，哪种业务最

有发展前途？已成为律师和准律师朋友最为关心的问题。为

此，记者采访了深圳市律师协会徐建会长。 涉外律师最为紧

俏 据徐建介绍，深圳律师业经历了25年的发展历程，已从初

建时期的3人发展到今天的3300人，律师事务所207家，其中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194家，占全市律师事务所总数的95%。虽

然深圳律师的平均收入较高，但业内也存在着苦乐不均、两

极分化的情形。20%的律师拿走了10.6亿元市场总额的80%，

人均年收入约为130万元。20%的律师，一年的收入在5万元以

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律师从事的专业不同，涉外

律师紧俏并且收入很高，而从事一般民事代理的律师，竞争

激烈而且收入较低。昔日的“万金油”律师，市场更是越来

越小。 中国加入WTO后，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中

国的企业也涌出国门寻找商机。无论是进来，还是出去，这

些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法律，而这些法律问题中的大



多数都属于涉外律师的工作范畴，如知识产权、涉外经济、

国际贸易等。巨大的市场需求给涉外律师的业务拓展提供了

契机，然而涉外律师人才却一直是我国律师行业的软肋。我

国恢复律师制度才二十多年，既精通法律英语，熟悉国内外

法律，又有涉外案件经验的律师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外语等

门槛的阻碍，律师很少有能力涉足涉外案件，业务领域相对

狭窄，缺乏国际竞争力。按照我国政府的承诺，加入世贸组

织后5年内开放律师服务领域，这就意味着，中国律师不用走

出国门，就已经成为世界律师竞争的焦点。当有着先进管理

经验和服务意识、精深专业知识和良好业务分工的外国律师

进来后，我们如何应对？ 以最能体现跨国经贸法律实务的反

倾销案件为例，温州日益成为国外对华设置贸易壁垒的重要

涉案地区。先后有眼镜、打火机、鞋类等二十多种产品遭遇

来自美国、欧盟、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提起的反倾销调查，

涉案企业三千七百多家，涉案金额近1.3亿美元。至今，26起

案件温州仅应诉21起，胜诉只有6起。足见涉外律师的缺乏和

涉外律师的水平令人担忧。据悉，在反倾销应诉中，应诉企

业必须认真回答调查方政府的调查问卷，这是反倾销诉讼能

否取得理想结果的关键。答卷也就因此占据了律师大部分的

工作时间，由于语言方面的原因，很多律师根本无法完成答

卷工作。 广州去年引进外资31.6亿美元，引资项目1177个，

进出口贸易额279亿美元，外资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广州工

业生产总值的60%。广州的涉外律师市场规模巨大，重大引

资项目的谈判签约和大型国企的海外上市更是引人注目。但

这样一块美味可口的蛋糕，中国律师却鲜有口福，更大的份

额被外人拿走。 徐建认为，由于在大宗复杂的跨国交易和高



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服务经验不足，缺乏国际谈判

经验和从事国际律师业务的能力，所以中国律师在国际法律

服务方面的竞争力较弱。涉外法律事务的增多给沿海和深圳

律师的业务拓展提供了契机，因此熟悉世贸规则的复合型涉

外律师将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劳动法律师最短缺 随着经济

的高速发展，国有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化及外商投资

企业在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人才的使用成为社会的

热点。企事业单位的劳动制度、人事管理、薪酬制定，也逐

步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发展。在转折时期，劳动纠纷大量出

现，劳动争议案件也呈现逐年上升和多样化的特点。工伤、

同业禁止、保密、职业病等劳动仲裁案件呈现急速上升趋势

。同时案件的标的也逐年攀高，给从业的劳动法律师提出了

新的挑战。用人单位需要在现代的管理制度下建设与市场需

求相结合用人机制，而没有专业律师帮助把关，就不能防患

于未然，劳动纠纷也就不可避免。深圳现有劳工1200万人，

其中1000万人是外地劳工，对律师的需求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 与高端的涉外法律人才相比，劳动法专业律师面临紧缺但

少人问津的尴尬。近年来我国劳动争议案件以每年28%的速

度增长，而深圳的劳动争议案件占全国总量的10%。在深圳

的207家注册律师事务所中，很少有律师所将擅长办理劳动争

议案件做自己的招牌。深圳律师仅有不足10%的人以打劳动

官司为自己的主业，大部分律师只是顺手做做而已。据了解

，因经济效益差、诉讼时间相对较长等原因，不少律师不愿

代理劳动争议案件。 徐建说，前不久，深圳设立了广东劳维

律师事务所，顾名思义就是提供劳动维权的律师事务所，这

也是全国第一家劳动维权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律所成立后，



对外公开招聘律师加盟。但迄今为止，只有4个律师报名参加

。这反映出律师不愿打劳动官司的现状，也折射出劳动法专

业律师的巨大缺口。作为律协会长，他建议新入行的律师，

不妨从劳动争议案件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打出自己的天下。

精于劳动法专业技能，专门从事劳动争议案件的律师在沿海

应该很有发展前景。 专业化是发展方向 徐建介绍说，深圳的

法律服务市场逐渐成熟，原来那种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已经不

再适应市场的需求，专业化是深圳律师所和律师的发展方向

。比如，在专利代理方面，这几年我国专利事业发展是历史

上的最好时期之一，发明专利处于持续快速增长态势。至少

在2010年前，我国专利申请量都将保持快速的、大幅度的增

长。近年来，深圳市专利申请量、授予量上升非常快，目前

，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中已稳居第三位。去年，全市专利申

请量已达1.5万件，而且还在急剧上升，这对专利代理有着广

泛的市场需求。而目前深圳正式注册的专利代理机构只有十

多家，在这样一个科技发达、技术创新活跃的城市，专利代

理、商标代理商机巨大，对优秀专利代理律师的需求非常迫

切。 上海作为一个海港城市，一个国际大都市，海事案件众

多且复杂。上海海事法院建院至今共受理一审、执行等各类

海事案件近1万件，结案标的总额为人民币50亿元。案件涉及

亚、欧、美洲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世界上主要的海运

和贸易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市场，自然形成了以海事为主要

业务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市场的需求决定专业的分工，现在

，上海已经出现了一批证券、金融、房地产、知识产权、刑

事、合同法等领域独领风骚的专业律师事务所。 徐建表示，

律师专业化，是律师发展的一个方向。20年前可以不分律师



专业化，20年后的今天则必须划分。现在的律所由于混合经

营，致使律师从业泛而不精，办案成本较高。为改变这种现

状，深圳律协准备在3到5年实现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化

。要求大的律师事务所像医院一样，设立门类齐全的专业部

门。小的律师事务所要建成有特点、有专长的专业所。而对

于律师，则在入行2到3年后，选择自己的专业主攻方向。 目

前已经有16家律师所向律协表示自愿改制为专业化律师事务

所，三百多名律师愿意加入或组建专业化律师事务所。深圳5

年内有望率先组建刑事、行政、婚姻、房产等10个方向的专

业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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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