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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B0_E9_A6_99_E6_c122_483712.htm 中国加入WTO后，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又是独立的WTO成员，这

决定了两地律师的合作具有特殊的优势。 特殊的合作优势 中

国改革开放20年，为两地律师界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提供了

条件。目前在香港注册的内地律师约有60人，从今年起，内

地律师还可以通过考试在香港做大律师。香港成为对内地律

师进行法律培训的地区之一。在过去的10年，已有相当一批

内地律师有机会在香港的律师楼工作或接受培训。 同时，香

港律师在内地的法律服务已随着两地经贸活动的发展而得到

深化，并通过转聘个案给内地律师，由内地律师事务所提供

内地有关的法律意见或进行内地诉讼和仲裁；聘用在港注册

的中国律师；在内地设立代表处，并提供香港法律服务这三

种方式为客户提供服务。目前，已有35家香港律师行在内地

成立了40个代表处。 选取两种合作模式 关于双方在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后的合作模式问题，应将重点放在两种合作模式上

：一种是作为未来条件成熟时成立两地合资合作的律师事务

所；另一种是在现阶段可以采用的模式。成立两地合资合作

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作模式需要在中国全面开放法律服务市场

或在WTO框架下，成立“两地自由贸易区”，或在WTO框

架下，达成两地更紧密经贸合作协议的前提下进行。但在现

阶段，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不宜也不可能完全开放的情况下，

实现这一模式，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其他WTO成员

的挑战；两地律师法的差异；内地税收及外汇管制问题；律



师收费标准问题；律师事务所及合资、合伙人的各项法律责

任；双方在经营理念，经营模式等方面的障碍甚至冲突等等

。 因而，在现阶段，可以从两地小规模的合资合作进行试点

，两地律师界不应坐等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或中国全面开放

法律服务业市场后才考虑合资合作问题，应当从现在开始进

行各方面的准备；从思想、法律、理念、制度、人才储备乃

至具体方案上作好充分准备。 现实出路互派律师做顾问 在目

前阶段，两地律师可在转聘个案的合作基础上更进一步，通

过互相委派律师（主任级及高级合伙人）于对方事务所作顾

问律师，作为该律师事务所的内部咨询渠道。在这种架构下

，双方各自以香港或内地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法律意见书

，这也符合国家现有的相关规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双

方还可以短期互派律师进行在职培训，加强律师相互之间的

了解，以前是内地派律师到香港，现在也许是时候香港派律

师到内地培训了。培训的内容应该和具体个案联系起来，增

强培训的针对性。 另外，过去双方采用的转聘个案形式，很

少长期与固定的律师事务所合作，大多根据具体案件转聘不

同的律师事务所，虽然这样具有灵活性，但对建立两地律师

行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没有帮助。因而，从这个角度上看，

采用互相委派律师的方案，双方指定对方为当地的单一合作

伙伴，签订合作合同，有利于排除对方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

的可能，将业务委托关系固定化。 律师事务所的合资合作主

要是人和而不是资合，双方的互相了解和信任是首要条件，

通过上述合作方式，待条件成熟时，双方便很容易向合资合

作方向发展。 从双方合作的历史看，香港的律师界并不存在

与内地的同行进行恶性竞争的问题，相反两地律师能互动互



补。因此，要加强合作，双方应该仔细讨论双方律师各自不

同的作用、角色和如何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问题。 中国法律

服务市场的开放是必然的，实现两地律师界的最终合资合作

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结果，但这一过程涉及许多政策性、技

术性的复杂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和商榷。 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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