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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民事诉讼代理资格主体制度现状及弊端分析 （一）刑事

辩护方面，是律师主体与其他多主体并存状况 在以往几十年

期间，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曾是多种主体并存，即除了律师、

监护人之外，还有其他公民或有关专职人员，例如１９７９

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第２６条中规定：被告人可以委托

以下的人代为行使辩护权：①律师；②人民团体或者被告人

所在单位推荐的人，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③被告的

近亲属、监护人。１９９６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中只是

删除“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但增加了“亲友”内

容。所以，刑事诉讼中一直都是实行辩护资格主体多元化的

状态。 （二）民事、行政诉讼代理方面，也是多种主体并存

状况 １９８２年实施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和１９９１

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１９８９年颁布的《行政诉讼

法》均是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以下人代理诉讼：①近亲属②

律师③社会团体和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④经人民法院许

可的其他公民。 （三）多种资格主体并存制度的弊端 第一，

从形式上看多种资格主体的做法似乎是尽量维护当事人的诉

权，是公正合理的，但从实质上和从司法实践效果看，这并

不能真正体现这一立法宗旨和目的。由于内容的众多性及法

律诉讼程序活动的复杂性等专业行为，一般公民实际难以了

解与掌握这方面专业知识，更少于诉讼经验，难以取得维护

委托人权益的最好效果。 第二，这种多资格主体的制度规定



，实际上把律师也视同一般公民身份，无形中把律师的社会

角色定位淡化，降低律师在国家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不符合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第三，多种资格主体

制度的做法容易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的混乱。一些人利用群众

对法律的无知，到处包揽诉讼，骗取群众钱财，行贿司法人

员，滋长腐败，而这类人因为不是律师，不受《律师法》制

约，难以处理。《律师法》规定一般公民不能从事营利性诉

讼代理（辩护）活动，由于有了禁止性规定，也由于律师行

业的抵制，一直存在的游说于民间和出现于法庭代理人席位

上的“土律师”现象被逐步消除，但由于司法机关管理上的

某些疏漏，这些人善于钻法律的空子，摇身一变又以当事人

的“近亲属”、“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身份“东山再起

”，重操旧业。 ■确立律师是诉讼代理和辩护资格惟一主体

的可能性 近年来我国法律建设的进程加快，已经具备确立律

师是诉讼代理和辩护资格惟一主体的条件。 （１）执业律师

人数增加。律师制度自从１９７９年恢复以来至今已有二十

余年，律师队伍不断扩大，每年都有许多公民考取了律师资

格，加入律师行业。现今全国共有律师十余万人，执业律师

已基本满足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 （２）法律援助制度已经

确立。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从县区开始逐渐成立了法律援助

机构，对社会上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提供义务法律援助

，这对确立律师诉讼代理和辩护惟一主体资格制度后无钱请

律师打官司的担心自然可以解除。 （３）公职律师制度的试

行与实施。随着律师体制的改革，目前大部分律师事务所已

从国办所转制为合伙所或合作所，成为社会中介组织，律师

不再是公职人员。但为了解决公务法律问题和社会法律援助



问题，有的地方（例如深圳）开始实施公职律师制度，组成

专门的公职律师事务所。公职律师不能从事有偿性法律服务

，只能办理政府国家机关涉及法律的业务以及为社会公众提

供法律援助业务。这是一种有效的改革措施，对完善法律制

度和法律服务市场都具有积极意义。 （４）律考和司法统一

考试制度已形成。以前，每年均举办全国统一的律师资格考

试，２００１年开始又实行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合格者可获

法律职业资格。今后将有大量热爱律师事业的人员进入律师

行业，律师人数又会大增，完全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５）

对其他法律服务机构予以角色定位，各司其职。对于“法律

事务中心”、“１４８法律服务中心（所）”以及乡镇的“

法律服务所”要加以规范与管理，对其作出明确的角色定位

。笔者认为应划定其只能从事法律咨询、纠纷调解、代写法

律文书及其他非诉讼事务。这样，既能发挥其个人才能，又

能为社会的稳定和法制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依法确立律

师是诉讼代理和辩护资格惟一主体的必要性 这是文明社会和

法治社会的需要，是保障司法公正与监督的需要，更是我国

司法制度与国际接轨的必要。为此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只有

通过对《律师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辩护和代理资格的修改，统一确立律师

是诉讼代理和刑事辩护的惟一主体资格，才能真正从法律上

加以保障并得以落实。 文章出处：广西政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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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