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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9E_E5_91_BC_E5_c122_484240.htm 内容摘要：当前《

律师法》的修改迫在眉睫。文中分析了现今律师行业存在的

几个重大问题：执业环境令人堪忧、法律援助难于满足需求

、行业管理疏松。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以改善

律师执业环境、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律师协会的管理职

能。 关键词：执业环境 法律援助 律师协会职能 当前的《律

师法》于1996年5月15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在1997年1月1日生效，这部法律已为

社会服务了七个春秋，期间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日新月异，

《律师法》的诸多规定日显不足。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

导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改意见稿）》公布后，

全国各地广大法律界人士积极参与、踊跃献计，欲使《律师

法》臻于完善，关于修改的建议不断见于报端。本文从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相关领域修改的必要性，并提出相

应的修改建议。 一、律师执业环境堪忧，以法改善环境刻不

容缓。 当前律师的执业环境可用混乱、恶劣等词来形容，这

对于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群体来说是一种悲哀，因为在一

个力争建立法治国家的社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却不能

实践“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环境

现状的描述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是法律服务市场混乱，

二是律师行业之风不正。 1、服务市场混乱 现今的法律服务

市场，除大部分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执业律师外，在政府

部门有提供法律咨询、负责立法起草、审查、修改、解释等



工作的法务人员，在大多数的企业中亦有专职的负责企业运

作法律事务的人员，另外在军队系统有提供法律服务的军队

律师。现有的《律师法》对军队律师作出了等同社会执业律

师同样的执业准入条件的规定，但其他的法律服务提供者的

执业准入条件并不一致。现有在政府的法务人员很多只是自

考或普通高校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并未取得《律师法》上规

定的法律职业资格。同样在企业中，也大量存在未取得法律

职业资格而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而且自1998年以来，企业

中大量存在通过原国家经贸委会同国家人事部组织的“企业

法律顾问资格考试”而获证的企业法律顾问人员。 2001年12

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对《律师法》进行了修改，对报考律师的学历条件作了较为

统一的规定，但修改后的《律师法》仍对“具有高等院校法

学本科以上学历，从事法律研究、教学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

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申请律师执业的，保

留了考核授予的情形。另外在我国许多地方，允许没有资格

证的法律专业人员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称他们为“法律工作

者”，还单独设置了考试，他们从业的单位称为法律服务所

。这些人的业务范围仅比执业律师缺少刑事辩护部分。大部

分的当事人根本分不清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之间的区别

，加上后者的收费往往低于前者，使社会上很大一部分服务

市场份额被后者占领。 因此，现在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不仅被

分割成多块，而且从业人员的准入条件也大相径庭。服务市

场的混乱，导致整体法律服务参差不齐，在社会上的执业律

师的业务量严重匮乏，同业竞争尖锐，加上律师行业薪金设

置不合理（多无底薪，只有提成），至少20%的年轻律师连



温饱亦解决不了。 2、行业之风不正 法律服务市场的混乱带

来的不正当竞争给整个行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拉客户，

走法官”的现象时有发生，行业之风令人担忧。现今在大量

的人眼中，律师业务的开展，不是凭借他的知识，他的经验

，他的勤奋，凭借的可能是某些特殊的关系。这些关系大致

可分为四类：一是同学关系、校友关系。我国法律职业者的

培育体系中，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各高等学府的政法院系。法

官和律师之间的“同学帮”、“校友帮”，形成了错综复杂

的关系网。二是曾经的同事关系。现有的执业律师不少曾经

担任过法官、检察官，这个同事资源积累更是丰富。三是亲

属关系。一人担任了法官或检察官，他（她）的亲属中就有

人去当律师。四是朋友关系。即使上述三类关系均不具备，

律师们也努力在执业的过程中同法官、检察官建立稳固的朋

友关系。即使是较为有名的律师也常常以某某法官、某某检

察官甚至某某刑警、某某狱警是自己的同学、同事、亲戚或

朋友而自豪 ，当事人也以委托有这样关系的律师而感到自己

的案子更有把握。在律师行业内部流行一说法，80%的精力

是在打关系，20%的精力是在钻业务。更有甚者，近几年，

有关律师行贿、法官受贿方面的案件时有发生 ： 1997年

至2000年间，原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法院院长费明受贿１７万

余元，庭审中，费明指认了多名律师行贿，经法庭认定的有7

人。其中不乏苏州当地的名律师。 2002年，湖北省荆门市10

名律师向5名法官行贿，金额达40余万元。其中3名受贿法官

作出有罪判决。 2004年1月11日，武汉市中院13名法官因涉嫌

受贿，先后受到法律追究。这起案件中还有20多家律师事务

所的44名律师涉案。① 这些都急待从立法上进行理顺，相关



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改善目前的行业之风。2004年2

月23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

行为处罚办法》，200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还颁

布了《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 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试图在律师与法官之间建立一条隔离带。紧接着全国各地

律师行业进行整风运动，尽管各地捷报频传，然而事实上现

今这些措施并未使律师行业的风气根本扭转。当然促成当前

的执业环境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行业制度的

不合理是其中一重要原因，也是根本原因。 3、问题呼唤行

业垄断 上述问题的解决呼唤我们应立即统一法律服务市场，

实行行业垄断。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法律服务行业的业务水

平；唯有如此，广大律师才能有足够的业务量来维持生计；

唯有如此，才会使律师不再以打关系为必要，才能推动规范

律师同法官、检察官之间关系的各项措施的有效实施。具体

立法修改建议如下： ①统一资格证书，将司法考试之前的律

师资格纳入到现行的法律职业资格中。在实践中可限定一段

时期内将原有的律师资格证书更换为现有的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在立法上，建议将现行《律师法》第五条修改为：律师

执业，应当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和执业证书。第六条中的“律

师资格”相应的更改为“法律职业资格”。 ②取消律师资格

考核授予制度。既然目前已经确立了统一的司法考试，原先

考核授予的律师资格继续有效，但《律师法》修改后，不再

设立此制度。实际上，现行法律所规定的考核授予人员都是

具有相当高法律专业水平人员，他们通过考试的能力是毋庸

置疑的。当年在《律师法》设计之时，主要考虑到这部分高

法律专业水平人员有些年龄较高，应试能力不如年轻人，但



现在《律师法》已经实施了七年多，这部分人中致力于律师

行业的人已经申请下资格，再留此制度，只会造成职业准入

条件的不统一。而且该制度的操作弹性太大，容易导致腐败

。因此建议将现行《律师法》第七条取消。 ③对于未取得律

师执业证书的人员，应明确立法限制其不得从事诉讼代理、

仲裁代理和辩护业务。将现行《律师法》第十四条修改为：

“ 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

得从事诉讼代理、仲裁代理或者辩护业务。”同时在法律责

任一章中的第四十六条作相应的改动，但对于执法的权力机

关是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还使律师协会，仍需进一步讨

论。 ④统一各行业律师的准入条件。即明确规定政府律师（

以政府机关为服务对象）、公司律师（以企业为服务对象）

同社会执业律师、军队律师同样的资格条件、同等的执业准

入条件。在立法上将现行律师法第五十条增添相应的内容，

为第二款：“政府、公司内部专职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为

政府律师和公司律师，其资格的取得和权利、义务及行为准

则，适用本法规定。对政府律师、公司律师的具体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另行规定。” ⑤取消企业法律顾问

资格考试。实践中，许多企业多聘请执业多年、经验丰富的

社会执业律师为自己的法律顾问，单独设置企业法律顾问资

格考试同前几年所设置的证券律师资格考试一样完全没有必

要，且导致法律服务领域准入条件的不一致，因此建议将此

考试取消。当然在立法操作上，其他对应的规定应作相应的

变动。 二、法律援助困难重重，重设援助制度势在必行。 当

前法律援助单独在《律师法》的第六章中作了明确规定，而

且在第四十二条中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



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这就将社

会执业律师的个人道德义务错误定位为法律义务。我国大部

分的地方规定，任何执业律师一年中完不成两件以上的援助

案件，不得进行注册。这是将国家的法律援助义务转移到社

会执业律师身上。律师在国家体制的改革后，不再是国家法

律工作者，现今此业只是谋生的一种职业，再将援助业务强

加到律师身上是完全不合理的。从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全

国每年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案件约74万件，而我们

提供法律援助案件的总数只有1／4左右，远远不能满足社会

的需要。②提高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重设法律援助制度势

在必行。 对于重设思路有二： 方案一：由政府律师来承担。

倘若设置政府律师，这部分律师是国家公务人员，法律援助

的义务完全可由他们来承担。 方案二：由执业5年以下的律

师来承担，国家设立援助基金，援助费用由此处拨付。 对于

方案一，应当说现在并非没有法律援助的专职人员，但现在

这些人员相对来说人数较少，人员流失严重。再就是这部分

人的职责多放在案件是否符合援助的条件、结案后案卷整理

等工作中，实际的援助工作则是派给各律师事务所来完成。

如若增加政府律师，由于人员的增加，事实上会增加人力成

本，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 对于方案二：从律师行业的现状

来看，执业5年以下的律师多数案源严重不足。法律援助案件

由他们来承担，正好可以避免法律人才资源的闲置。但现在

援助案件是按人头分摊，许多老律师业务繁忙，援助精力严

重不足。而且援助经费时常不予拨付，许多律师在办案时常

常自己贴钱进行。因此，应改变援助案件的平均主义，各所

应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案源少的律师来具体完成，但对于复杂



重大的案件，为保证案件质量，可要求由经验丰富的老律师

来带领完成。为保证案件的服务质量，国家应严格管理援助

基金，从中及时拨付援助费用，具体数额可参照各地律师业

务收费标准的40%~60%进行。这样可使案件的部分服务费用

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亦可使案源稀少的年轻律师增加一部分

收入，帮助他们在此行业中生存下去。 两方案相较，我们认

为方案二更为合理，这样一方面可免除因增加政府律师而增

加的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社会上闲置的法律人才

资源。 三、律师行业管理疏松，加强律协职能时不我待。 当

前我国对律师行业实行的是两结合的管理模式，即司法行政

机关与律师协会共同管理。实践中，律师行业管理疏松。许

多律师事务所缺乏团队精神，事务所常常仅提供一个办公的

场所，案件的办理完全由受案律师单独进行。除北京、上海

等大型城市外，其他地方的律师事务所少有统一收案、按专

业分案服务的系统式运作模式。有人比喻执业律师是个体户

，律师事务所就是出租的柜台。律师执业环境的恶劣情形，

加上事务所内部的不合理运作模式（多无底薪、执业独立、

按业务提成），使得许多本立志于法律服务行业的人员对律

师这一职业望而却步，使得许多难以维持生计的已执业律师

不得不重新改行，这是我国律师业的长久发展的重大阻碍。

然而作为管理机构的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对这些均未进

行有效的管理。两部门除在年度注册、岗前培训、年度培训

等方面有所作为外，对于维护律师的利益、惩处律师违法行

为的作为鲜有发生。而且两部门之间，权利义务划分不清，

司法行政机关几乎独自享有对事务所及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

、管理和处罚权，律师协会形同虚设。从法治发展程度较高



的欧美各国来看，律师协会是律师行业的管理组织；从长远

的眼光来看，对于我国，弱化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利，加强律 

师协会的职能时不我待。因此，建议借此次修改《律师法》

之机遇，对律师协会作出重大修改，以确立律师协会的行业

管理地位。具体操作如下： 1、确立律师协会的管理地位。

在立法修改时，可在其定义中明确表明“律师协会是依据本

法设立的律师自律性的行业管理组织” 。 2、增强律师协会

的管理职能。除了象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四条增加的管理职责

外，建议在法律责任部分扩大律师协会对于违反律师执业纪

律和职业道德的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惩戒权。 3、完善律师

协会的机构建设。除对全国律师协会及地方各级律师协会设

立的规定外，对律师协会的内部设置如最高权力机构、常设

机构及各自的职责，应作出宏观上的规定，同时应规定常设

机构的产生办法、履行期间。并明确具体规则由《律师协会

章程规定》来规定，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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