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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E_8B_E5_B8_88_E4_c122_484503.htm 我国律师法第三十

三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

当事人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但由于过于笼

统，使得律师职业秘密保守义务在操作层面存在着不可避免

的不足：其一，律师法把获得职业秘密的时间限定在执业活

动中。也就是说，如果律师泄露的不是在执业活动中，而是

通过别的渠道、途径获悉的秘密，此时，律师法恐怕对此行

为就无能为力了；其二，律师法规定律师只对国家秘密，当

事人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这三种秘密承担保守义务。至于其

他的秘密，包括当事人的违法事实，甚至是未被司法机关掌

握的犯罪事实，律师是否就没有保密义务了呢？律师法未曾

提及。 此外，由于我国立法规定不统一，甚至相互冲突，致

使律师履行职业保密义务陷入两难境地。比如，我国律师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隐瞒事实。”刑

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

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

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显然，这里的“任何单位

和个人”当然包括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由此，上述法律规定

与律师法第三十三条形成了冲突。如果律师遵守上述规定，

那么他必须将从当事人处获悉的有关案情秘密告知有关机关

。但这样做，律师又违反了律师法规定的保密义务；如果遵

守律师法第三十三条，那么他又将违反律师法第三十五条和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真实义务，而导致承担



一定的法律后果。面对这样的两难境地，律师深感困惑，无

所适从！ 为了使律师摆脱上述困境，让律师职业秘密保守义

务在实体上可行，在程序上可操作，法律不仅应从形式上、

更应从实质上来完善该义务。 应当扩大职业秘密的时间范围

。职业秘密是因律师与当事人有委托关系，或与委托有关的

其他关系而获得的秘密。因此，是否有委托关系，是判断被

获悉信息是否构成律师职业秘密的前提。具体而言，律师职

业秘密分为三种情况：其一，建立委托关系前获得的秘密。

其二，由于当事人的授权，当事人与律师之间建立了委托关

系，律师因此而获得当事人的秘密。这种秘密当然属于职业

秘密，律师应该加以保守。其三，在案件办理完毕，法律上

的委托关系解除以后，律师仍负有保密义务。 应当扩大职业

秘密的范围。律师职业保密义务的范围应扩大到因委托关系

、或与委托有关的其他关系而知悉的当事人的全部秘密，而

不能仅限于国家秘密、当事人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这三种。

这是因为，从律师与当事人的代理关系来看，律师代理权的

基础是基于被代理人的授权，律师在代理活动中必须依法维

护被代理人的权利和利益。从这一层面上讲，律师应当保守

职业秘密，实现诉讼的公正。从律师与当事人的委托关系来

看，律师行为完全是基于当事人的诚实、信任，诚信是维系

当事人与律师的惟一纽带，律师应该以职责和公义作为自己

信守的道德义务。从这一层面上讲，律师应当保守所获悉的

职业秘密，建构与当事人良好的诚信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

我们应当完善现行律师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关于律师职业保

密义务的规定，使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以此促

进作为文明标志的律师制度的社会民主化，使我国律师权利



尽快与国际标准接轨，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更切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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