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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6_B3_95_E4_c122_483894.htm 编者按： 《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法》自1997年1月1日施行已6年有余，这部中国

律师第一部“基本法”在推动中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规

范律师执业行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国律师业

历经多年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律师法中的相关条款

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式的发展需要，为此，有关部门正组织

专家、学者论证律师法的修改工作，其中的热门问题正在多

方探讨之中。本版特开辟“进言律师法修改”专栏，欢迎广

大律师朋友为律师法修改进言。 1996年5月，第八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作为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律师法，这部法律的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总结和体现律师制度的改革成果，促进我国律师队伍

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成果中，经过长期探索而形成的司法

行政机关监督指导与律师行业协会管理相结合的律师管理体

制具有全局性的突出地位，在我国律师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发

挥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律师法也

逐渐暴露出了一些历史局限性，律师法的修改和完善也提到

了议事日程。笔者认为，在律师法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中，在

两结合体制方面要解决好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要充分

认识两结合体制的必要性，坚持两结合体制。从司法行政机

关的行政管理到两结合的管理体制的过渡，标志着我们对律

师职业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律师作为一种职业，不仅具有

其特殊的职业属性，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国家属性。两结合体



制从宏观上看，就是这两种属性在管理模式上的体现。从很

多国家的律师管理体制来看，也是存在两个结合的，其区别

不过是其历史、文化等背景因素的区别而已，它们在基本精

神上是一致的。因此，两结合体制不仅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

情，而且应当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更确切地说，我们现行

的两结合体制，还是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还需要进一步的

完善，还需要在一个动态过程中进一步调整司法行政机关行

政管理和律师行业协会管理的尺度，但是两结合的基本体制

必须坚持。从实践来看，律师协会做到彻底自治存在诸多困

难，在律师职业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司法行政机关还要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作用。 第二，要充分认识现阶段两结合

体制的历史局限性，完善两结合体制。回顾我国律师制度的

改革，我们看到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在不断凸显律师的职业

属性。但是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两结合体制从现在看来还存

在一些问题。首先，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预性管理职能还是很

强，在服务性行政管理职能上作用不足。这突出表现在司法

行政机关在对律师的行政处罚上还持有排他性的职权，而对

律师业赖以存在的法律服务市场的管理和整合职能还没有充

分发挥。因此，在修改律师法中应当注意解决这些问题。其

次，在完善两结合体制的过程中，律师协会的进一步改革是

重中之重。律师法将律师协会界定为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

的自律性组织。律师的自律从局部看是律师的自我管理，从

全局看是在履行一种具有国家属性的管理职能。由于地方律

师协会接近基层，能够更好地了解律师业的发展动态，能够

更直接地倾听广大律师的呼声，因此应当进一步充实、发挥

地方律师协会在具体事务上的管理职能。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应当充分发挥其在制定全国性的行业规范、代表整个行业维

护律师合法权益、研究和制定行业发展规划等全局性工作中

的作用。 第三，要在具体制度中实现两个结合，体现两结合

体制。两结合体制不仅仅是两个管理主体宏观上的权限划分

，还存在两个管理主体在具体操作上的微观结合。这里主要

谈两个问题。首先，应当通过两结合解决律师协会制定的重

要行业规范的性质问题。律师协会制定的重要行业规范，不

仅仅体现了律师的自我管理，还调整着律师和社会的关系，

因而负载着重要的法律含义。因此，可以考虑律师业的重大

行业规范由律师协会制定，由司法部发布实施，通过这两个

管理主体运作程序的结合来赋予其以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

其次，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惩戒上，可以考虑由律师协

会进行调查，在发现确有需要惩戒的事实后，由律师协会提

请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由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律师和其

他人员组成的律师惩戒委员会进行惩戒。这样，由律师协会

进行调查并参与律师惩戒委员会的惩戒活动，不仅体现了律

师的自我管理、惩戒程序上的正当性，而且充分体现了两个

结合。 文章出处：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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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