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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0_B7_E7_9C_8B_E5_c122_481033.htm 翻开法制类报纸、

浏览法制类网站，映入眼帘的常常是：这个省的律师因贿赂

法官被吊销执照，那个地区律师因作假证据被刑事处罚；紧

接着就是全国上下司法行政机关颁布一系列措施整顿律师队

伍⋯⋯这一切使得律师职业给公众留下极为负面的印象。 可

能你会问：律师到底怎么了？其职业道德败坏到这种地步了

吗？ 可是，你们想过律师们的烦恼吗？你们设身处地的为律

师考虑过吗？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人唱一台戏，为

什么要把矛头单单指向律师？在这个大环境中，律师自身都

无法得到公平的对待，怎么去强求他们为社会伸张正义？这

公平吗？在当今之中国，律师所处的地位与他们担负的社会

责任完全是不对等的。 有些人说，就是因为律师追逐个人经

济利益最大化，进而腐蚀法官，从而影响司法公正。所以应

该严格规范律师执业秩序，严厉处罚那些有贿赂法官等严重

影响司法公正行为的律师。听起来好像很在理，但仔细琢磨

，又觉可笑。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永远掌握着正

义的最后决定权，律师永远都是“求着”法官的，如果法官

能够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律师又怎么能腐蚀他们呢？在实践

中确实存在律师主动找法官搞地下关系的。但是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现象呢？难道仅仅是律师自身的错吗？ 当然不是。深

入研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现行的法律体

制、法官的职业素质都有密切的联系。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

中国人早就养成了重关系轻制度的习惯。当事人出了法律问



题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想一想自己在法院有没有没熟人，自己

的亲戚有没有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如果没有就只能寻求律

师的帮助，在找律师的过程中，不是注重该律师的业务水平

，而是更看重这个律师与法院的关系，这就必然导致律师在

执业过程中主动与法官联络感情，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与法

官接近，进而增强在同行业的竞争力。 从某种角度上讲，我

国的司法体制也应该为这种腐败现象承担一定的责任。例如

在法官的选任制度上就存在着一定问题。《法官法》第九条

规定了担任法官的条件，其中对年龄的要求仅仅是二十三岁

，在实践中也有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到法院做书记员就开

始承办案子，这在中国也不是新鲜事物。试问一个刚毕业的

学生在司法上没有什么实战经验，思想上没有完全从学校生

活中转换过来，经济上又缺乏独立性，怎么能够让他马上就

承受住市场经济中各种诱惑的冲击从而做到司法公正呢？ 再

从法官来源的群体来说，美国法官是从经验丰富的律师队伍

中选任一些具有丰富执业经验的老律师，即先做律师再做法

官。而我国主要是通过大专院校直接吸纳，干相当长一段时

间法官后转而做律师先做法官后作律师。实践证明，目前我

们律师行业中就拥有这样一批有“背景”律师们，能够充分

利用他们在过去司法实践中所形成的有利“社会关系”为其

代理人牟利。这样做虽然对于个案当事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好

事，但是对于我国整体的司法公正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别的律师和法院有关系你没有，出于竞争意识和生存需要

，必然导致每个律师都想方设法的从法院找突破口，利用各

种机会接近法官，通过各种手段“联络感情”，司法腐败在

所难免。就2004年3月19号最高法发布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



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的细节程度及具体程

度来看（例如第七条），就能充分说明我国在这个方面的问

题是普遍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肖扬在《规范法官和律师

相互关系》会议上的说：“要理顺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的关

系。我们不能干涉个人的职业选择，但我们可以通过制度，

逐步实现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的不断合理化。我们提倡刚毕

业的法律专业大学生先去做律师，以获得诉讼经验和社会阅

历，同时也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甚至

资历深的法官奠定良好的基础；我们也提倡具有多年律师经

验、品行端正、阅历丰富、声名卓著、资产富有的律师来当

法官，以改进我们法官队伍的构成。显然，因为具有多年诉

讼积累的经验，才能够不为是非所迷，正确判断；因为具有

执业多年的财富积累，才能够不为金钱所动，防止腐败。相

反，我们不提倡法官转行当律师，或者在背后做中介，因为

这对司法公正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也将对其他律师形成不

公平的竞争，不符合司法的运行规律。我们要努力实现法官

与律师相互关系的规范化，把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但

是单单就法官与律师的具体行为上用《若干规定》加以规范

而不是从体制上改变，这种社会现象是很难有所改变的。 再

谈谈我国律师法官检察官选拔的司法考试制度，从欧美各国

的情况来看，这类考试只有那些拥有一定系统法律学习背景

的人员才有参加资格。而我国却恰恰相反，只要拥有本科学

历的人员无论专业是什么都可以参加。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

方教授认为，中国律师业目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

，律师本应是独立的、自我主导的职业，这样才会形成足够

的力量，但现实却是律师无法独立生存；另一方面，律师职



业化程度不够高，一些统计资料表明，全国10多万律师中真

正受过良好规范法律教育的只有三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

每年通过司考的人中有一半是非法律专业进而取得律师法官

从业资格。这样来看，高校设立本科硕士博士法律专业的目

的何在？通过几个月的短期学习就可得到从业资格，就被推

定为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士，那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教

育资源在法学上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造成目前司

法混乱，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暧昧影响司法公正不能单单指责

律师，这是不公平的。 社会上有很多人觉得在中国打官司，

律师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形同虚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想法

呢？是律师没有能力吗？是律师不想在司法关系中起作用吗

？当然不是，一个国家律师行业所起到的作用受制于很多因

素，其中最重要的是该社会的法制环境好坏，即法律体制的

健全与否。正如一位律师所说的：做律师感觉还可以，但自

己选择的话不是最好职业，主要是说很多抱负、理想在这个

职业中不是想实现就能实现的。律师职业有许多制约条件，

如法官素质制约律师价值的实现，整个社会法制环境不太好

，以权代法，以钱代法，以情代法，尽管律师有许多想法，

但受制于许多条件其想法无法实现。在我国律师界出现了这

样一种现象，律师“见刑色变”，不敢担任刑事辩护律师

。1997年新修改的《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

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

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

有期徒刑。这里面的“威胁，引诱”都是相当模糊的词语，

没有司法解释对他的界定进行说明，当辩护律师威胁到警察



和检察官的命运和利益的时候，律师就很容易被扣上伪证罪

的帽子。全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例进行了统

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中11个案件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

撤案，错案率近50%。据司法部属下的《法制日报》公布的

统计数据，1997年-2002年间，至少有500名律师被“滥抓、滥

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80%由司法机关“送进监狱

”，“绝大部分(占80%)又最终宣判无罪”。 正因为这条“

死亡”条款的存在，很多律师越来越不愿意做刑事辩护。即

使做刑事辩护，很多律师也只好“能不取证就尽量不取证”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称，目前中国有70%以上事关

被告人生死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介入。在这样的体制下，律

师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当事人的法

律利益自然就得不到最好的保护，也就会在表面上给人一种

“律师作用不大”的感觉。 从经济利益上考虑，法官与律师

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境况下，社会不应该过分指责律师为钱

“卖命”，认为他们与法律的公平正义背道而驰。律师和法

官虽然都是国家司法体制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但从经济利益

上讲，法官属于国家公务员，他的经济利益是由国家来管理

。从工资奖金到各类保险，国家基本上都有一套比较健全的

机制为法官提供保障。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能让法官们放

下经济包袱，代表国家公正司法，正确行使审判权，真正做

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律师则完全不同，他们的经济利益

基本上是没有国家的保障的，就像一个公司，完全是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因此，律师在不违背职业道德的情况下追求

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无可厚非。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律师是金钱

的奴隶，哪里有钱往那里钻，为了钱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



为那些明知有罪或有过错的人开脱法律责任逃避法律处罚，

赚黑心钱！其实这样对律师的评价是很片面的，一方面，代

表当事人的利益，全心全意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是律师

的职责，是法律赋予律师的义务，同时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

必然要求。在中阳“燕子帮”涉黑案中，被告郝兵锁、冯晓

春等真可谓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但是他一样请了律师为他辩

护（如果他们请不起律师，法院也必须为他们指定律师），

提供法律帮助，能使他尽量减轻法律责任。这时很有可能会

有人指责这个律师没有良心，进而说律师没有一个好东西，

都是赚黑心钱。 朋友，你是否忽略了这一点，在原告一方同

样也有很多律师在为那些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通

过法律途径挽回损失得到补偿。难道他们也是黑心吗？一个

律师在这个案子中可能是为有罪人辩护，但下次就有可能为

一个受害者提供帮助，怎么能这样随随便便否定这个律师，

否定整个律师行业呢？另一方面，律师为什么能够使有罪的

人被无罪释放？为什么能让本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人反过来

却得到了赔偿？这里面很有可能是法律自身存在着漏洞或是

司法体制存在问题，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自然会反思并对有缺

陷的法律进行修改补充。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律师在个案中

让某些有责任的人逃避了法律责任，但却无形中推动了整个

法律体系本身的前进，使法律更加完善，从而使以后无数类

似情况下的责任人得到应有的惩罚。难道这不是正义的表现

吗？法官代表了正义，是正义的主持者，这是无需质疑的，

但我们却不应该因为律师追逐个人利益而否定它们在维护司

法公正、推动法律的发展、建设中国法制社会中起到的不可

磨灭的作用！ 从美英等发达国家来看，律师在社会生活方方



面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律师

行业的兴起不到十年，但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律师行业的

崛起，不仅需要律师们自己前仆后继不断努力，更需要广大

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需要广大媒体的包容和关怀，需要

国家机关的鼓励和政策的倾斜，而不是一味的去指责、去讥

讽去、怀疑他们。只有共同努力，建设出一支强大的国际化

的律师队伍，才能在全球化的今天和律师行业完全对外开放

的明天使我们的律师更具有竞争力，更好的为中国人民为国

家的利益服务，使中国的法制完善有美好的明天。编辑：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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