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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改革潮流 合伙人在律师事务所债务中应

承担的责任，是国内律师界同仁一直在关注的话题，也是我

们一直在探讨的、要加以改革的体制性问题。在美国，这一

问题同样为律师界同行所关注。所不同的是，他们已经以之

为对象，所探索的新模式颇值得我们关注。?? 在美国，律师

事务所是作为一种商业组织来看待，其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

，即公司制、合伙制和有限合伙制。其中有限合伙制作为一

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目前已经在美国公司法中拥有一席之

地，并在美国律师界深受欢迎，目前很多律师事务所已经按

照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设立组建。?? 在我国，大行其道的

无限责任的合伙制的特点是，合伙人之间相互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一人过错，殃及九族”

。由此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对于工作中的过错方体现不了惩

罚性，并因此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内部造成不平衡和事实上的

不公平状况。从长远来看，这显然也不利于一个律师事务所

的规模化和健康发展。与此种传统的合伙制所不同的是，美

国有限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之间则是有人承担无限责任

，有人承担有限责任。具体说就是，在事务所对外承担责任

时，首先以事务所所拥有的财产作为先行赔付的限度，如律

师事务所的财产不足以承担赔偿责任时，由负有过错责任的

合伙人继续以个人财产承担赔偿责任，其余无过错的合伙人

不再承担赔偿责任。很明显，这种制度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



，体现了惩罚过错这一法律所讲求的衡平精神，即无过错者

负有限责任、有过错者负无限责任的公平。??我在访问一家

律师事务所时，向其一位合伙律师询问有关所内的一些事情

，其答复是：我不是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者，我只做我自己的

业务。如此答复让我想到的很多，因为这很能说明问题：一

是在该律师事务所内部，分工明确，责任明确；二是在律师

事务所内部，因为有了只惩罚过错方的制度保障，因而合伙

人之间过分的相互制约和监督大可不必。而目前在国内的现

状是，一个合伙人不但要做一名合伙律师，还必须是一名管

理者，不管理是不可能的，因为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跟他休戚

相关，一不小心就要倾家荡产。全部合伙人都要参与管理，

矛盾就不可避免，甚至合伙解散也时有所见。同时合伙律师

要“一心二用”，也就难免会有学业不专的现象出现了。如

此现状，值得我们思考。??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入世的挑战

，面临来自国外成规模、势力庞大的律师事务所的挑战，从

制度上为国内律师事务所营造一个有利于规模化发展的环境

，应该说是迫在眉睫。有限合伙制作为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

式有其合理性，很值得效仿。??效率优先：破产案审判旁听

有感?? 在访问期间，我们在美国加洲洛杉矶联邦法院的破产

法庭旁听了一次庭审。庭审旁听，也让我们对美国的审判方

式来了一次近焦审视。?? 先从法庭的组成说起。众所周知，

美国的立法和法院体系是双轨制的，即立法上有联邦立法和

州立法，法院体系也分联邦法院系统和州法院系统。我们旁

听的是设在加州的适用联邦法律的破产法庭。该庭有四个审

判庭，每个审判庭只供一个法官长期使用。所以审判庭环境

颜色的选择、桌子的摆放和安排，皆由长期使用该庭的法官



自己选择。但走过的几个法庭都让我们有了同样的感受：庄

重、大方、简净。整体色调与我国法庭的布置大体相当。由

此不仅使我浮想：对法律之敬重，举天下本无二致???我们走

进审判庭时，方才知道主审法官已经提前得知我们要来旁听

，故延迟了开庭时间，以等待我们的到来。待我们落座后，

法官还客气地问了我们翻译的准备情况后才宣布开庭。在严

肃的开庭之前，给了我们如此的热情，可以看出该院法官对

于我们到来的重视。?? 开庭审理的案件都是债务人申请破产

的，债务人一方要求破产，债权人不同意。双方为此把争议

提交到了法庭。由于在开庭之前已经进行了证据交换，当天

开庭实际上只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颇类似一听证程序。十多分钟过去，法官就已经完成了三

个案件的审理工作。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审判结束后，

主审法官接待了我们。据他介绍，该法院平均每年审理6000

余件案件，每个法官要审理1000余件。在6000多件案件中，

大约有3000多件是在2分钟内解决。审理的方式一般是：当债

务人申请破产时，可将破产财产提交法庭，法庭向债券人发

出通知，三个月后，若债权人没有异议，则法庭就将径直作

出破产判决。但若债权人能举证证明债务人有隐匿财产、转

移财产行为，或债务人有债务偿还能力，并向法院提出异议

，则法院将开庭审理，或组织听证。如此法律规定和以效率

为先的审判方式，显然说明：在美国今日社会，作为一种制

度，破产法律体系已然非常成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个人

或企业破产可以说是随时可见，这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必然规

律结果；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与破产相关的、应当加以规

范的社会关系大量存在，高效率的审判方式和专业的破产法



庭应运而生。今天，在我国，毋管是理论界，抑或实践部门

，对于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呼声可谓日益高涨，美国十多分

钟审理完毕三个破产案件的事例应该给我们很多的思考。??

法院与政府：承担执行任务，孰为合适 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

，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司法部门，都为之头痛，理论界对

此也欲说还休。十余年的执业历史，我本人对于执行难的感

受、关注和思考，更是切深。2000年元月，就此问题，我以

“法院执行工作应由政府完成”为题，在《北京律师》上阐

发了我的观点。当时，我强调了两点：一是执行机关不适当

对当前执行难的造成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由政府来完成，才

能从根子上来杜绝执行难问题；二是应当颁布《强制执行法

》，明确法院判决执行机关为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机构。?? 

在美国访问期间，带着这些问题，我与美国的同行和法官们

进行了交流。从交流中得知，在美国，执行难问题本身才是

难以想象的。一方面，这有制度的因素，美国在这方面有着

严格的规定。通常如果当事人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另一方可

以向法院起诉，法院可以重新作出加重惩罚的判决，同时还

可以作出藐视法庭罪给予收监。同时在法院与政府分工上，

法院就是法院，法院的任务就是把案件审完毕，作出裁判。

裁判的执行就是政府部门的事。方式是，由法官作出裁判的

同时向警察发出执行通知强制执行债务人的财产。这种制度

沿用了那么久，运作得很好，实践表明，也很成功。可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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