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规范管理推动律师业进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7_94_A8_

E8_A7_84_E8_8C_83_E7_c122_483946.htm 近年来，辽宁省司

法厅认真贯彻《律师法》和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管理体制改

革的指示精神，采取了一系列规范和强化律师业管理的办法

和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律师业的进步。特别是从2003年

起，将厅直属律师事务所下放到市，实行属地管理；取消律

师事务所、律师的年检注册费，收到很好的效果，受到广大

律师和市司法局的欢迎。 从我国恢复律师制度至今，律师及

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定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律师已不再是原

来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干部，律师事务所也不再是司法行政机

关的下属单位。这种变化，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必须及时更新

观念，改变思维，对自身的管理体制、管理权限、管理手段

、管理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从律师业的国际发展潮流看，

绝大多数国家的律师都是自由职业者，司法行政机关并不直

接从事律师管理，律师的监管主要是靠律师行业组织律师协

会来行使。由于我国律师是从司法行政机关脱胎而来，律师

监管体制的改革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当前的情况

看，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

理体制是符合我国的国情的，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且行之有

效的做法。 在“两结合”的管理体制下，司法行政机关的基

本职能和工作重点是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律师协会则是将

司法行政机关制定的宏观管理政策具体化和特定化。但是从

目前律师协会的运作情况来看，其行业自律作用尚不突出，

凝聚力和影响力较小，特别是在与其他权力机构的交往中，



还不能显示其作为律师这一职业代表者的作用。这需要司法

行政机关对律师协会进行支持和帮助，进一步完善律师的现

行管理体制，以突出律师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为方向，科学

恰当地界定并实施两者在管理上的分工。就一个省的各级司

法行政机关而言，省级司法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对律师业进行

宏观性的、指导性的、全局性的、涉外性的管理。而市县区

司法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对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制订的有关宏观

的方针政策进行贯彻落实，加强对律师事务所的监督和管理

，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等比较具体的管理职能。但由于我国

大多数县区级司法行政机关面临着缺少资金、人力不足的状

况，致使县区级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职能难以实现。所以，加

强县区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建设，发挥其基层管理优势，是构

筑科学的律师行政管理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规范我省

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管理职能，从有利于律师事业的发展，有

利于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律师的管理，有利于律师事务所的

建设出发，从2003年开始，我们将厅直属律师事务所一次性

下放到所在市，实行属地管理；并取消了律师事务所、律师

的年检注册费。在客观上完善了“两结合”的管理体制，促

进了我省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一、加大改革力度，将厅直属

律师事务所下放到其所在市，实行属地管理。 在没下放之前

，我省共有厅直属律师事务所42家，并且全部集中在沈阳地

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因素作用的不断加大，

律师事务所直接从属于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性质已经不能适

应律师业发展的需要，也与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宏观管理

的职能分工相悖。因此，厅直属律师事务所实行属地管理势

在必行。在进行此项工作时，我们遵循如下原则：厅直属律



师事务所管辖未变更之前的一切利益和各种事务如业务纠纷

、争议等都随管辖权一并转移，由沈阳市司法局负责处理和

协调。根据司法部“科学划分上下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律师管

理权限”的精神，我们对沈阳市司法局进行了具体的指导，

建议沈阳市司法局在下放过程中，暂不向区(县)下放，并以

此为契机，制定出台市属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标准和条件，对

沈阳地区重点是市属律师事务所进行规范和整顿。一年内达

到或符合标准的律师事务所，仍留市局管理；不符合条件的

律师事务所，则下放到区(县)司法局进行直接管理。 这样的

做法既有利于减轻了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压力，使其从

繁重的、微观的、事务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进行宏观

的规划、指导和管理，又在一个城市里打破了分属省、市管

辖的界限，管理更加规范统一，避免了律师事务所之间的无

序竞争；还刺激了业内人才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信息、培训

等资源的优化重组，这有利于引导律师事务所的进一步整合

，加快其兼并、联合的步伐，在客观上推动了律师事务所的

规模化发展。就我省而言，目前绝大多数区(县)司法局都没

有负责管理律师事务所的专门机构和人员，沈阳市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不解决，简单地将一些管理本来就不太规范的律

师事务所下放到区(县)，不仅起不到加强管理的作用，反而

会削弱、淡化管理。设立一年的过渡期，就是要求沈阳市司

法局在这一年里要进一步完善、调整各区(县)司法局律师管

理工作机构和人员，下大力气对区(县)律师管理人员进行业

务培训，提高其管理水平，为发挥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在具

体管理职能上的作用奠定基础。 二、审时度势，适应发展，

取消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年检注册费。 律师年检注册费是由



律师管理费过渡而来，这一费用为弥补司法行政管理经费的

不足发挥了重要作用。取消律师年检注册费，无疑使省市两

级司法行政经费补充受到冲击和影响。我们根据厅党组“服

从大局，从改革发展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做改革的促进派”

的要求，积极引导大家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自觉性。经过认

真调研，在取消年检注册费的同时，经省律师协会理事会通

过，对会费收缴额度进行了调整，以解决长期以来律师协会

经费不足的问题。会费调整坚持合理收费，收费总额不突破

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规定的律师收费总额的3‰，并借

鉴兄弟省市的作法，实行律师个人会费、团体会费混收的办

法，收费标准比照年检注册费有一定的下调。在会费使用上

由市律师协会留用收费总额50％，另外50％由省和全国律师

协会使用，调整时间从今年开始。 这项改革措施为我省尽快

结束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机关合署办公的历史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为“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的完善创造了条件，得到

了律师管理部门和律师协会的理解的支持。今年会费调整后

，我们将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建议律师协会对会费的

使用加以规划，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律师事业的各项建设中

来，完善和健全我省的律师行业管理体系，完成司法部电视

电话会议要求律师协会三年内与律师行政管理部门分开的任

务，尽快完善“两结合”的律师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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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