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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4_B8_9A_E6_c122_483261.htm 一、现行的《律师

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表》不符合市场

经济条件下客观经济规律及市场法制的原则要求，不能适应

我国律师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现行的律师服务业《收费标

准表》及《管理办法》是1991年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司法

部联合发布并决定在全国实施的。当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理论尚未提出来，对是否存在一个律师法律服务市场，

对律师服务收费的本质特征，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管理等重大

理论问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以上两文件的主要缺陷

有：（一）不顾当时已有一些建立在“四自”方针基础上并

按市场方式运作的自营性律师事务所的存在及法律服务市场

已初步建立的客观事实，将律师收费笼统地界定为行政事业

性收费并按国家机关、行政事业性收费来管理，由司法部、

国家物价局共同制定有法定幅度的收费标准，混淆了市场收

费行为与行政事业性收费行为的原则界限。（二）盲目地将

经济案件与民、刑案件，诉讼与非诉讼案件，涉外与非涉外

案件等制定出两个悬殊巨大“一高一低”的收费标准，既缺

乏成本统计、社会调查，又没有找到一个科学的理论依据。

没有将商品价值理论、商品价值规律及供求规律作为制定价

格的科学依据。 二、正确认识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之间的法

律关系及律师服务费的本质特征，将律师收费管理，纳入市

场收费管理的范畴。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的聘请，指派律

师做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辩护人，与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



民事法律关系。它建立在民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等价有偿

，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主要受民法

的调整。 在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律

师事务所为当事人提供的是一种服务商品；当事人给律师事

务所支付的报酬律师服务费，实际上是这种服务商品的对价

，即价格。双方之间的一种商品经济关系，是一种民商行为

。 国家对律师业收费的管理，只能纳入市场收费行为的管理

范畴，应当国家机关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赤划清原则界限。 

三、制定律师服务收费参照标准，收费管理办法的立法依据

，立法权限及程序。 我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是制定我国律师服务业收费参照标准及管理办法主要立

法依据。 通过对《价格法》的学习，笔者得出以下认识和体

会： （一）制定律师服务业收费参照标准及管理办法的全国

性的立法职能及主管机关是国家经贸委物价司和司法部。相

应地，地方性的立职能机关和主管机关是省、直辖市、自治

区的物价局（厅）、司法局（厅）。 （二）为维护法制的统

一性兼顾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宜由国家经贸委物价

司、司法部拿出制定律师服务业收费参照标准及管理办法的

总的方针政策，确定总的原则。具体的施行于全国的《律师

服务业收费管理办法》应由国家经贸委物价司，司法部根据

确定的总的原则要求共同制定。具体的《收费参照标准》及

《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宜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物价

局、司法部批准后在各自行政区域内实施。省级以下人民政

府不宜单独制定。 （三）省一级的物价局，司法厅（局）在

制定适用于各自区域范围内的律师服务收费参照标准和过程

中，应当在社会调查程序和听证会程序。即应当由各自省一



级的物价局、司法局对本辖区内律师办理各类案件的社会平

均成本支出、律师付出的平均劳动时间，法律服务市场的供

求状况，各类律师资源状况，各类当事人的经济承受能力、

律师事务所承担的各类税费支出，当地劳动力的平均价格水

平及各类服务业的价格水平等作一总的社会调查、统计。在

此基础上，举行有消费者、律师及律师协会、经济及社会各

界人士参与的听证会，以探讨及论证律师服务收费参照标准

及管理办法的合理性、可行性。 四、制定律师服务业收费参

照标准及收费管理办法应遵循的若干经济规律，市场法制原

则。 （一）商品价值理论及商品价值规律。以律师在办理各

类案件中付出的劳动这一决定商品价值的本质要素作为制定

各类案件、收费指导标准的主要依据。 （二）供求规律。市

场紧俏商品及紧缺资源应获得较高价格。 （三）等价有偿、

诚实信用、公平合理、平等自愿原则。 （四）鼓励良性竞争

，限制恶性竞争原则。 （五）市场自主定价为主，政府宏观

指导调控为辅的原则。 （六）市场法制的统一性及对外国当

事人的“国民待遇”原则。 （七）政府依法管理、监督和行

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 五、具体的应对措施：策略及需着重

加以考虑并应明确作出规定的几个问题。 （一）价格机制 我

国法律服务市场，应实行市场定价为主，政府宏观指导调控

为辅的价格机制。这是贯彻《价格法》第三条我国市场经济

总的价格机制“国家实行并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主要由

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的具体措施。政府的职能及作用主要

是：适时制定及发布指导性价格、确定最低收费价格，制止

及处罚恶性降价行为。政府制定的指导性价格不是法定的价

格，它是供当事人选择律师及律师报价的参考。最低控制价



格应具有法定意义。除非当事人特别困难请求照顾而律师自

愿减让收费外，应严格限制低于政府最低价格标准收费，以

防止减价恶性竞争的发生。 笔者建议，将政府发布的指导价

作为基础性、一般性指导价格，在此基础上应允许律师与当

事人在“平等协商，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基础上达成的

高于政府指导价的协商价格存在：以适应我国法律服务市场

存在着工薪阶层与富裕阶层，国内公民与外国公民，国有企

业与跨国公司等当事人经济承受能力差异巨大，案件难易程

度差异巨大，律师水平差异巨大的客观情况。应明确规定，

高于政府指导价幅度的协商收费是合法价格行为，它适用于

境内外一切当事人。改变过去协商收费仅适用于港澳台同胞

，外国当事人以及仅适用于非诉讼案件的规。、定。应鼓励

我国律师对港澳台居民、对外国公民、跨国公司及其他境外

当事人通过协商收费的形式，按近似于该当事人所在地区或

所在国内类法律服务的价格标准收取律师服务费。以提高我

国律师的声望，促进我国律师服务水平的提高，促进我国法

律服务市场与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接轨。 （二）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在制定具体的律师收费指导价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1.将律师办理某一类案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制定指

导价的主要依据，结合考虑办案成本，律师的成长成本供求

关系等，摒弃过去人为地以案件的外在不同表现形式作业计

费依据的做法，将商品价值理论作为制定各类案件收费指导

标准的主要依据。2.各类案件收费指导价格之间的差距、比

例应基本符合办案成本、律师付出的的劳动时间以及能办理

各类案件的律师资源的分布状况。作到既能满足社会各类当

事人的法律服务要求，又使律师资源有一具合理的分配、分



工，使律师“各尽所能，各得其用，各得其所”。例如，对

需要懂经济、懂国际经贸法律、懂外语才能办理的案件，以

及国内重大疑难案件，其收费指导标准应明显高于一般性案

件收费指导标准。3.律师服务收费与会计业，咨询性，其他

服务性行业收费以及与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价格水平之间的差

距应当合理，一般说来，律师服务业收费以及律师的个人收

入，应当明显高于一般性服务行业收费及一般性职业阶层的

收入，应保证我国律师，个人收入水平与一般性职业者的收

入水平差距符合国际惯例。从而保证我国律师业吸引大量优

秀的人才，促进及保障律师业的健康发展，维护律师业的声

望、尊严，促进国家法制发展。 （三）收费形式的探讨：对

计件收费，计时收费以及效益费、胜诉费的认识 纵观各国法

律服务的计费形式，主要有四种方式：1.计时收费。2.计件收

费。3.计时或计件与按一定比例收取的效益费或胜诉费相结

合。4.纯粹按成效或胜诉标的一定比例收取的效益费或胜诉

费。以上加上四种计费方式，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其合法性

，允许律师及当事人协商选择适用。以上四种计费方式，本

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对照我

国法律服务的市场的现状，应该说以上四种计费方式也客观

不同程度地存在。在我国，政府的立法常常落后于市场的发

展，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政府对以上四种收费方式应承认其

存在的合法性。对以上收费方式的存在，政府的职能，只能

是加认引导、规范，而不能压制其发展。政府能够制定以上

四种计费形式参照标准的，应当制定；一时制定不好，制定

不了的，不如放手让市场去发展，政府今后再加以总结、归

纳，制定出指导性标准。 （四）指导性价格制度，超出指导



性价格幅度的协议收费制度；计件、计时以及各类形式的计

费方式适用于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适用于各类案件

，适用于一切当事人，从而保证全国制度的统一性。对境外

当事人实行国民待遇，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应承担的义务。 

（五）对律师收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界定的原则标准，对

相应职能机关的职能权限，处理程序，处罚措施，幅度等应

作出具体规定。 （六）新的收费指导标准及收费管理办法应

具有广泛的参考性、指导性、前瞻性和可接受性：在制定新

的收费指导标准时，可对目前各层次律师事务所办理各类不

同案件的具体实际收费价格作一调查、统计，以此作为制定

新的收费指导标准的现实参照，使新的收费指导标准和目前

各层次律师事务所的实际价格行为之间能够“开直通车”。

政府每年应对各层次律师事务所当年在办理各种类型案件的

实际收费价格作出调查统计，摸清高、中、低档收费价格情

况，并及时发布该信息，以此指导律师服务收费及律师服务

市场健康发展。编者注：本文原载于《中国律师》1999第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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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