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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_80_9C_E6_B3_95_E5_c122_483776.htm ?????? 目前，我国社

会法律服务机构主要有律师事务所、公证处、专利、商标、

版权代理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以及一些社会法律咨询机

构，与此相适应的，在我国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分别是律师

、公证人员、专利、商标、版权代理人，法律工作者、企业

法律顾问、军事法律顾问。在这些机构和人员中，律师事务

所与基层法律服务所、律师与法律工作者最容易引起混淆，

最具有可比性。因为他们均主要接受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管理

和监督，作为一种职业均是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从事

的业务范围也基本相同，因此，本文通过对这两种法律服务

制度的比较，着重讨论城市法律工作者存在的弊端及解决办

法。?? 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原因?ピ谖夜?《律师法》通过之前，

律师也称法律工作者。随着《律师法》的颁布实施，法律工

作者专指没有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为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

的专业人员。我国法律工作者的产生、发展是我国政治、经

济文化的直接产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律

师制度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使我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曲折

的发展过程。律师制度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历经初步发展

、中途夭折、重新恢复、发展完善四个阶段，导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律师队伍才8000余人，律师人才极度缺乏

。?? 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法律事务迅速

增多，而律师人员的缺乏不能满足当事人的法律服务需求

。1980年以来，党和国家对法制建设的日益重视，社会主义



法制的健全，法律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扩大，

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重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法律事务随之猛增，而由于政治原因造成律师奇缺，于是律

师数量不够与与日俱增的法律服务需求的矛盾凸现。为了解

决这个矛盾，便出现了介于律师与普通公民之间的一种职业

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通

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取得了律师执业证，基层法律工作者与

普通公民的区别在于前者以提供法律服务为职业。这种颇具

中国特色的基层法律服务在一段时间内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

、壮大。?? 我国的地理状况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造成了

基层法律工作者的存在。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经济文化发

展的水平不一。律师人才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

而在很多贫困地区，交通闭塞，经济非常落后，留不住律师

人才，有的一个县才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有的县甚至连一家

律师事务所也没有，如果有法律需求，只能请基层法律工作

者代理。?? 可见，法律工作者在我国的产生、发展，对于克

服我国历史上一度出现的律师人才奇缺与社会需求剧增之间

的矛盾，适应和促进经济发展，适合我国复杂的国情起到了

积极作用。?? 城市“法律工作者”存在的弊端。?? 随着我国

律师制度的日益发展、完善和健全，律师的人数日益增多、

律师的质量日益提高，社会对提供法律服务的质量要求越来

越高，作为过度时期产物的法律工作者，已经完成了其历史

使命。产生法律工作者的原因基本上不存在，城市法律工作

者的存在已经弊大于利。表现在：首先，基层法律工作者介

入法律服务，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只有律师，人民团体



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监护人、亲友可以担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行政诉讼法》第29条

规定，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

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被委托为当

事人的诉讼代理人。而法律服务所具有营业性，法律工作者

作为一门职业，以获取报酬为目的，显然不在上述法律的规

定之列。法律工作者出席法庭，没有法律依据。法律工作者

出庭，仅根据效力层次低的司法部门的部门规章，不符合现

代法治社会的要求。?? 其次，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相比，

素质偏低，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高素质要求，很难胜

任专业性要求极强 、技术性要求极复杂，政策性要求极高的

法律职业。根据我国司法部的部门规章，成为法律工作者的

条件是：1、具有高中文化程度；2、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

与《律师法》规定的成为律师的条件有很大差距。这样的条

件已经很难胜任日益复杂、技术性极强的法律工作。法律工

作者进入法律服务市场，降低了法律服务质量。?? 再次，基

层法律工作者在城市执业与国际现行通常作法不相符合，不

利于我国法律服务与国际接轨，不利于我国法律服务业的国

际形象，不利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开设法律服务市场。在

英国，法律服务业划分为相互独立的两类：初级律师和辩护

律师、即小律师和大律师。在美国，法律服务业分为三类：1

、私人开业律师；2、公司法律顾问；3、公职律师。没有类

似于中国的基层法律工作者职业。1992年，法国的律师和法

律顾问合二为一，完成了律师服务业的统一；日本的民事诉

讼法不采用律师强制主义，但地方法院以上的法院规定：被



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非律师不可。综上所述，无论是英美法系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没有类似于我国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性

质的职业。与外国相比较，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起步晚，竞

争力差，而允许法律工作者进入法律服务市场，无疑更加剧

了我国法律服务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最后法律服务所

以种种手段与律师事务所进行不正当竞争，基层法律工作者

与律师进行不正当竞争，加剧了法律服务业的混乱。在我国

，法律服务业的管理体制本来就还没有理清，司法部门与律

协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管理还须锐意改革，大胆尝试，及

时积累经验。现在两种类型的法律服务单位从事具有竞争性

质的同一行业，增加了主管部门管理和监督的难度。由于司

法行政管理部门对法律服务所与法律工作者的要求低，又使

得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律师与法律工作者不在同一条

起跑线上竞争，法律服务所与法律工作者可以凭借行政手段

垄断某一行政系统的业务，降低收费标准，给委托方有关人

员回扣、劳务费等不正当手段与律师事务所、律师竞争。社

会上出现了许多取得律师资格证的人员不以律师身份从事法

律服务，反以法律工作者的身份从事法律服务的怪现象。?? 

解决办法?? 现在，我国的律师业已经稳定发展了20年，律师

队伍不断壮大，现有律师12万余人，主要集中在城市，律师

与基层法律工作者相比，在数量上前者比后者多，在素质上

前者比后者高。因此，笔者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城市进

行法律服务已毫无必要，只会扰乱法律服务市场，弊多利少

，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整顿。?? 1、参照外国的法律服务体

系，对我国法律服务业进行改革，使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

合并。如比照法国模式，以法律规定的形式促使基层法律工



作者与律师合并。但是怎样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低素质与

法律服务业较高要求的素质差距呢？笔者认为可采取如下办

法：首先，让基层法律工作者作为律师助理，使其在实践中

得到提高；其次，不定期组织他们进行法律业务学习，提高

理论水平；最后，由律师事务所推荐其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

试，使其最终成为律师中的一员。?? 2、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

形式不允许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城市执业，限制基层法律工作

者在边远地区执业，不增加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数量，使基层

法律工作者的队伍慢慢缩小，直至自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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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