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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7_BA_E6_B3_95_E5_c122_481773.htm 法律援助是一项民

心工程，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法律援助自出现至今，已经过十

多年风风雨雨，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兼职到专职，从

不规范到逐渐规范的历程，标志着党和政府对这项工作越来

越重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许多群众乃至一些政府

官员对这一制度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区，笔者试从如下几

个方面谈点个人观点： 误区一：只要困难就可得到法律援助

。此误区的根源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一

条规定，该条规定，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

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制定本条例。没有通读

该条例的人，或者对该条例断章取义的人根据本条便认为只

要困难就可获得法律援助。其实《法援条例》在第二章“法

律援助范围”中又给出了案件范围或者援助事项的规定。只

有把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能正确理解法援条例的真正立法

意图，才能真正懂得要想获得法律援助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

件，一是困难，二是案件类型符合第二章的规定，二者缺一

不可。 误区二：获得法律援助后，打官司就可不花一分钱。

法律援助是政府出资为有困难的涉援群众聘请代理人或辩护

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政府为你请律师。而无论是劳动

仲裁还是法院诉讼，都要交纳一定的仲裁费和案件受理费，

这些费用都与法律援助无关，都由当事人承担，如果当事人

因困难交不起这些费用，可以写申请请求收费部门减、免、



缓，是否减、免、缓由收费部门决定，法律援助机构无权干

涉。除此以外，在诉讼或仲裁过程中，还可能涉及鉴定费的

问题，这也由当事人承担。 误区三、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

，对律师不应给予补助。持这种观点的人多是政府部门的官

员，他们的依据就是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

六章第四十二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

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有的人认为“尽

义务”就是免费的，故不需要给予补助。假如这种观点是正

确的话，那么“尽义务”是不是还要倒贴？因为律师在办理

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交通、通讯、调查、会见、笔、墨、

纸、复印等等都要花钱，这些费用也是尽义务的范围吗？另

外，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

政府的责任。人们不禁要问“责任”和“义务”有什么本质

不同吗？法律援助的开支，究竟应该由律师来承担还是由政

府来承担？政府的责任就是国家的责任，把国家的责任放在

自收自支的律师身上，这肯定不是开明政府应用的执政策略

。可见，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不但在理论上行不通，在

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它不利于激发广大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

件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提高，不但会侵

害受援群众的利益，同时也会损害政府的形象，最终使我国

的法律援助事业有始无终。 误区四、法律援助的数量越多越

好。如何科学制定法律援助的工作量，这一直是困扰司法行

政机关如何评定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成绩的头痛问题。假如某

地受援群众非常多，这可能会说明该地区经济非常落后，人

民生活极度困难，社会治安非常混乱，以致使众多群众的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假如该地的法援机构因援助量特多而受到



表彰和奖励，那又能有多大意义呢？如果某地受援群众寥寥

无几，这也未必是好现象，任何时候，任何地区的人群都可

能有贫富差异，人们的合法权益都可能有被侵害的情况，法

律援助的空间仍然会存在，其中一个问题是：群众的知晓率

高不高？可见，法律援助数量的高低不能代表法律援助工作

成绩的大小，法律援助的原则应当是：应援尽援。法律援助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当围绕这四个字下功夫。 总

之，只有走出法律援助的误区，才能确保这项事业健康成长

，才能使这一民心工程固若金汤。 (作者：张志龙，江苏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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