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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币驱逐良币 上午跟一个客户谈案子，涉及土地转让问题，

对方是河北某大学。谈到最后，当事人坦言，对我们的法律

专业水平非常认可，但已经找了地方非常有关系的律师代理

，所以就...... 这种情形已非第一次遇见。在很多案件当事人眼

里，“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所以他们更看重的是律师的“

渠道”，而非专业水准。对此，我们很无奈，但也不得不承

认这个现实。特别是一些标的较大的案件中，法理可以起到

的作用，无非是给领导介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如果仅

仅从法理做诉讼，肯定会被讥为幼稚。 这种情况下，律师的

角色就与书本上和诉讼法所定位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律

师不再是查明事实，提供法理意见的专业人士，而是通过各

种手段，特别是法律之外的手段，帮助当事人“搞定”事情

的“能人”。法律的熟练程度，法理水平的高低，往往降低

为一个很次要的考量标准。由此，律师业进入的门槛便大幅

降低了。只要相关渠道畅通，即便没有律师证同样业可以做

律师，相反，既便你法理水平再高，没有渠道也是惘然。即

便当事人慕名找到你，经过商谈，发现你没有畅通的人脉，

也会黯然而去。 这种低进入门槛的行业，给社会各色人等创

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那些有点门道，而有没有专业知识，

干不了其他事情，做生意又没头脑的人，纷纷进入到律师行

业中来，营营苟苟地干起了诉讼律师。当事人往往喜欢这样

的人，能够帮他们搞定问题，达到正式法律程序达不到的效



果。 相反，有很好专业知识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只能为“

能人”打工。知识被关系雇佣。所以在中国律师业，最大的

学问是发展人脉，其次是专业知识，再次是思想。律师如此

，其他行业不知道是否也如此？但据粗浅了解，大概差不了

多少。 诉讼律师难做，说到底还是大环境决定的。在当前的

司法体制中，参与到审判中来的，远远不是合议庭的三个法

官，还包括庭长、副庭长、主管副院长、审委会、政法委、

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地方党委、上级政府、上级党委、上

级政法委、上级法院、媒体、民意等等等等。在很多争议较

大、标的较大的案子中，合议庭所起到的仅仅是传递信息的

作用，决定案件结果的另有其人。这就使得法官决策的机制

高度复杂化了，一个判决结果不是通过法官的内心确信形成

的，而是多种角色力量博弈的结果。在很多案子中，法理不

过是权力发挥效力的外衣，各方努力找各种或有理或牵强的

所谓法理支持自己已经确定好的结论。这时候，法理不过是

给权力提供弹药或装点而已。 在这种复杂的利益博弈格局中

，最“厉害”的律师，就是能够充分调动各种因素，影响案

件决策，所以诉讼案件中，领导报告、谈话、媒体报道，甚

至内参，都是常见的文书。所有这些依赖的都是人脉关系。

而人脉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需要大量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

的。如果你是一个注重专业，积极研究法律的人，就无暇培

养和发展这么多渠道，况且很多渠道也不是花时间就能培养

起来的。所以，一个不愿意看到的结论就得出来了，如果想

成为一个受当事人欢迎的律师，能够拿到案子的律师，就必

须少研究点法律，多积累些关系。 但这样的后果就是，中国

律师业的法律水准越来越差，中国司法体制的利益格局和秩



序越来越复杂。中国永远形不成一个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法律

人群体，相反，更为严重的是，律师市场会出现“劣币驱逐

良币”的局面，“逼良为娼”就成为一个顺利成章的结局。 

要改变这种格局，大环境的不断提升是根本。如果大环境不

变，体制不变，任何小的改革举措到最后都会沦为空谈，甚

至使局面更加恶化。湖南高院为实现独立审判，实行法官独

立审判，但在大体制不动，配套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这种独

任审判，很可能演化出更大的问题，使法官舞弊更加方便，

腐败成本更加低廉。 社会公众往往对律师没有好的印象，认

为律师是坏人，助纣为虐。实际上，对律师的评价需要细分

，岂不知，“良币”律师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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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