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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5_85_AC_

E7_9B_8A_E5_BE_8B_E5_c122_484776.htm 在中国，公益律师

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或者说崭新的事业。 一、公益律师的定

位。 按照日本小岛武司教授的说法，“能站在公共立场对社

会不断提出问题的律师被称为“公益律师”（Public Interest

Lawyer）。 公益律师与私益律师的主要区别在于“公益”，

即为公共利益而诉讼，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能通过

公益诉讼的扩散性影响社会公众和政府公共决策，从而推动

法制变革，或者是通过诉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对立法

提出建议，并广泛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等。 公益律师以

始终专注于公共利益的保护为特征。本来，公共利益的最大

保护者应该是政府，根据社会契约理论，政府正是基于公民

的一致同意授权，管理公共事务，公民则通过纳税来支持政

府正常管理公共事务。然而政府总有懈怠、疏于管理公共事

务的时候，而私人（包括企业）在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

，往往不惜侵害甚至牺牲公共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

是所谓“公地的悲剧”（Tradigy of Common）。然而，公共

利益实际上又是私人利益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公共利益的受

损，必然导致私人利益的损害。因此，作为对权利和利益最

为敏感，又最有能力争取获得权利和利益的律师，就经常会

站出来，保护公共利益。 公益律师首先是一位社会法律工作

者，他不同于政府律师、法官、检察官等为公权力服务的法

律工作者，也不同于纯粹为私人利益提供法律服务的商业律

师。公益律师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 其次，公益律师



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终极目标。在公益诉讼个案中，也有当事

人的利益需要维护，但是这不是目标，而是途径。当然，公

益诉讼中的当事人利益实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双方是相一

致的。 另外，公益律师是独立的法律人，不受当事人利益的

驱动和影响，也不受公权力的左右和干预。公益律师以站在

公共立场独立向社会提出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为特色。 最后

，我想公益律师应是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力量，这并不是说公

益律师不能收费，我一直主张公益律师可以收费，而且应该

高收费，这在我提交本次论坛的论文中已经阐述过了。只是

其收费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公益律师事业，比如给员工开更高

的工资，以吸引更优秀的律师进入公益律师队伍。所以公益

律师是薪酬制的，其工资待遇应不低于当地律师平均工资或

收入水平。 二、公益律师的到位 我的理解，公益律师的到位

主要包括工作内容的到位、人员数量的到位和角色认识的到

位、工作经费的到位等等。 公益律师的工作内容包括提起公

益诉讼、提出立法建议、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等等，这在论文

里已经详细阐述了。 下面谈谈人员数量的到位。记得《凤凰

周刊》2005年第五期刊登过一篇文章《大陆律师实践的转向

》，报道了新近大陆崛起的公益律师新群体，包括秦兵、蒲

志强、周立太、乔占祥、佟丽华等等，总共列举了十来位。

实际上，在我国十多万律师中，做过公益诉讼、提过立法建

议、参选过人大代表的公益律师不计其数，只是当时没有这

么明确地提出“公益律师”的概念对他们进行归类，他们大

部分都在实践着以商养公的运作模式，不惜时间和金钱地追

逐着法治的梦想，守护着公共利益。 当然，与中国正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的法治化进程这一最大的公共利益所需要的公益



律师人才相比，目前的公益律师队伍还只是星星之火。 所以

我渴望有更多的律师加入到公益律师队伍中来。实际上，做

公益律师并不难，也不神秘遥远。其与私益律师相比也许只

有一步之遥。当你在办理案子的过程中发现了现有立法的缺

失或不合理，提出一些立法建议，写出一些探讨文章，就可

以成为公益律师了。实际上，我们北京陈岳琴律师事务所作

为一家带有公益性质的律师事务所，我们的办所宗旨就是通

过个案推动中国法治化进程和具体法律制度的改善。这一点

好象是在教你轻松当公益律师的样子。 而根本的问题在于一

种角色意识的自觉和到位。有人把公益律师称为维权律师，

我不是太喜欢“维权律师”这个概念，因为，律师就是以维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己任的，所以律师都可以称为“维权

律师”。而公益律师却区别于仅以维护当事人利益为己任的

律师，却高举着公共利益的旗帜。公共利益有很多，比如环

境保护、制度福利改善、税收、反垄断、食品安全等等，作

为律师行业来说，争取律师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执业权利保障

就是今天在座的各位的公共利益。昨天一位令人敬重的老律

师向最高院刘家琛副院长提问发改委发文管制律师收费的正

当性，就是在维护我们全体律师的公共利益。昨天下午的刑

法分论坛上，著名的刑诉法专家陈瑞华教授慷慨激昂，为维

护律师的刑事辩护权大声疾呼。可是陈教授已经整整呼吁10

年了，我看他嗓子都有点喊哑了，我们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

地位和作用好象并没有多大改观。林维教授在点评时指出“

律师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发出声音，维护权利”，我想是点到

要害了。最近本人给全国律协写了一封信，要求其履行《章

程》职责，保护本人的刑事辩护权，向相关部门提出立法和



法制建设建议。起因是本人代理的一个刑事辩护案，在具有

法定自首和立功从轻减轻情节的情况下，地方高院对律师“

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辩护意见不屑一顾、对律师千里迢

迢调取的立功证据只字不提，维持原判并立即处决了我的当

事人。我认为该判决侵犯了本人的刑事辩护权，要求“娘家

”全国律协为我维权，当然，实际是在为整个律师行业维权

，因为我本人做的刑事案子并不多，我更喜欢做的环境保护

方面的案子。 另外谈到一个“法律人共同体”的话题，我想

这是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提高律师地位的关键一环。看到中

国律师论坛开得红红火火、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样子，我真的

是很欣慰也很骄傲！有人提议再开一个“律师法官检查官法

律人共同体论坛”，那就更好了！我们有着对法律公平正义

的一致信念和追求，为什么不可以一起开论坛？ 作为一名公

益律师，本人也正在为构建法律人共同体作出自己微薄的努

力。今年是我国法律硕士十周年，全国的庆典活动将在今

年12月举行，以实践和应用为特点的法律硕士，目前全国已

经有25000多名，他们分布在法院、检察院、政府部门、律师

行业、公司企业等法律实务第一线。我想在座的可能也有不

少法律硕士。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是中国的第一

位法律硕士，我们最近正在和人大法学院、全国法律硕士领

导办公室一起筹备法律硕士十周年庆祝活动。活动的一个很

重要的目的就是促进法律人共同体建设。 最后需要到位的可

能是经费支持。“巧妇难为无米之吹”，我了解到目前我国

很多有志于公益律师事业的律师都是自己贴时间贴钱在做，

我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公益律师事业作为一项增进公共福

利的事业，应该得到基金资助和政府扶持。我注意到本次论



坛来了不少基金单位，建议全国律协与他们商谈公益律师事

业基金资助事宜，必要时可以在全国律协设立公益律师专业

委员会。 这样万事俱备了，公益律师就能到位，公益律师事

业也能红红火火开展起来了。 （作者：陈岳琴，北京陈岳琴

律师事务所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上的

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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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