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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5_AD_A6_E7_c122_485376.htm 张庆：在学校里对

律师系统研究的情况，我觉得在中国太少了，这么多年政法

大学的律师学研究中心的存在确确实实在很多方面对律师界

的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这个功不可没，这非常希望在

院系调整当中能充分注意这一点。 总体上这个行业本身，尤

其从我们国家入世以后，我们律师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

这里面有很多新的问题，在过去可能存在，但现在逐步显露

出来，而且整个行业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在我们有很多具

体问题，我们过去忽略了，没注意到，现在我们不得不考虑

如何解决。比如北京律协就考虑律师的行业发展战略，就是

我们想试图为我们同行指出来未来几年中国律师要走的路子

。 我们在讨论基础问题教育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

样为律师事务所，为一线提供更合格的律师。从我们经验来

看，一个法学院毕业的毕业生，应聘到事务所，真正能独立

做事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这还是比较满意，比较认真的。

他真正成为合伙人至少需要五年时间，这中间有没有规律性

的东西，让他少走弯路，可以说有一些年轻人，前面走了不

少的弯路，甚至走不出来，他偏离了做好律师的方向，所以

我们如何给他们贯彻合理的东西，这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内

容。 另外就整个行业而言，我们注意到社会不断地发展，物

资越来越丰富，包括我们行业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地位是什么

，需要我们自省，一个行业有他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比较，但

是反过来社会对它的评价，在一定时间是好还是不好，在一



段时间里面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是关官乎于这个行业的发

展，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如何在律师行业里面建立我们的信用

体系。因为信用体系由四个部分构成，一部分就是我们要有

一套我们比较完整的职业规范，我们在衡量一个律师做一件

事情的时候，做对做坏的时候就是基础标准，行业规范里面

包括方方面面的东西，这是构成他行业存在的基础，除此之

外应该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对他的行为进行判断，如果对他某

一个行为发生争议时要进行一个权威的判断，那么相应就有

一套评价制度，如何来评价，最后完整信用制度。现在我们

完整律师法，律师都要在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虽

然有法律规定，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这里面有管理和发

展理念的问题，所以这是两条线，一是针对具体执业者，第

二是针对执业机构，只有这样，体系的建立完善才能保证这

个行业能健康的发展，能够让它更多的获取社会对他的理解

支持和关注。因为我们是做以律师为执业的人，所以我们考

虑更多的是这个。这当中有很多是我们想而没有时间来做，

这就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有专家学者来帮助律师来做，这是

社会的分工，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生存的必须。所以我们也考

虑拿出我们的会费来支持这个事业，一方面我们有我们内部

的研究机构，有专门的委员会，另外我们也非常希望和学校

里专门研究这些的科研机构能紧密地配合，能把这些问题深

入的讨论清楚，因为确实这里面问题很多，尤其我们考虑怎

么修改律师法，而这里面又出现新的问题。因为我总是认为

我们中国按照美国的方式去学是没有出路的那我们中国特色

在什么地方，如何发展，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为我们

有自己的社会制度，有我自己的法律习惯，所以完全照搬别



的国家肯定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

就特别感谢今天能有这么个机会，能把我们行业的一些想法

，把行业大多数人的一些需求能向各位学者提出来，也希望

你们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和我们一起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王进

喜：我简单谈一下律师建设的问题，我首先承认律师在法律

建设当中的基础地位，他在整个构架上是采用英美法系这样

大的构架，从今后发展方向来讲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考虑的

什么问题，律师做检察官法官的问题，但是也要考虑到法官

检察官做律师的问题，这都是律师业发展过程当中要考虑的

问题。从执业规则建设来讲也是这样，现在执业规则最充分

最全面的就是律师，我们知道去年最高法院发布的规定，基

本上都照美国的，而且抄美国的９０年旧的版本。从英美法

系来看对于检察官和律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把律师业

管理好，整个国家的法律建设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建设，同时

对律师学的学科建设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律师学学科经

过十几年的发展在理论上不够深入，教材上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把现行教材的内容主要放在律师制度和实务方面，制

度主要是司法部发的文章批复，缺乏理论支持和分析。实务

往往是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当中的问题拿过来，使律师学个研

究和其他 学科难以区分，另外我们对⋯⋯也是这样，现在主

要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的研究，而且往

往是注释的阐述。现在总的情况来看教学体系不够严密，同

时在教学结构上也存在严重缺陷。出现这些问题最主要的原

因，我们律师学建立的规范基础薄弱，律师制度现在还是一

个探索阶段，中国二十年的律师制度的建设是一边建立一边

摸索，再一边改革，特别是司法部的规定，今天这么规定，



明天再推翻掉，这样在学科建设上没有一个稳定的学科基础

。在这种起步上的律师学在这上面出现一些问题也是不足为

奇了。这些年我们看到律师学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也有

几个原因，一个是ＷＴＯ的加入，尤其国外律师的加入，外

国律师学已经比较规范了，他们有规范可寻，我们没有，我

们在这样情况下跟他竞争，选择律师时他当然选择有比较好

的行为规则约束的律师，这样存在信誉上的问题。律师的规

范基础这些年来也越来越规范，大前年开始一些地方制定了

自己的律师道德和律师规范，我们看到中华律师协会制定的

规范可用的内容非常少，他就是在这个规范上进一步规范。

律师规范讲的就是你指导你律师怎么做，我们看到有用的２

０多条，这其中１０几条是从律师法上抄下来，这样对律师

没有指导作用。同时律师学教学内容也越来越受重视，特别

是这些年出的几个案件，这些案件都涉及到律师行为规则太

简单太粗燥的问题。律师业是保证政府依法办事的重要力量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律师业未来为规范。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

律师业改革已经成熟了，我们在教学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特别是旧的体系，我们这些年在教学过程当中已经改了，把

原先的教学体系推翻了，这方面我们走了两条路子，作为律

师学主要内容在国外来讲就是讲究规则，比如律师跟委托人

的关系，这些关系里面还有大量本学科自己的内容，例如利

益冲突的问题，代理学科的划定，权限的划定，再比如律师

跟法院的关系，律师的审判宣传案件，我们律师在诉讼技巧

上的运用，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允许，你能不能对法官的案件

公开评论，所以律师学是由律师学特色的主体规范。这是它

主要问题。从这些年我们教学工作来看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



探索。 另一方面我们教学内容怎么调整，我们国家管理体制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律协的内容主要是律师协会制

定这个规定，在管理上还是由行业进行管理，我们现在搞的

还是两结合，从现在情况看司法部的规范占很大的比重，在

短期内也不会推出历史舞台，而且有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在

规则中大的制度包含小的制度，⋯⋯我们在里面讲到律师的

职业资格的取得，职业证书，我们看到有一些律师代理的时

候，你不能有利益冲突，我们这里面又讲到利益冲突的问题

，所以我们做了规则包含制度的建立道路，使得现在律协的

体系更加规则，更加完善，我们现在有关一个问题，规则不

够，没有办法规范律师业。当然还存在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完

善。在这方面律协对我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在国外主要的

规则都是律协来制定的，律协没有内容，律师学的教学确实

很困难，我们希望借鉴英美法方面的内容，希望把我们的今

后的教学搞的更加深入更加扎实。 李本森：关于律师学学科

的建设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谈一下我参加研讨会的感觉，过

去工作的关系也经常参加部里或者律协有关的活动，有关的

领导和同事朋友也经常向我们问起律师学研究中心到底搞什

么，我们实践中有很多问题需要理论上的支持，比如律师管

理体系，行业管理的问题，你们到底有哪些规定性的东西，

有哪些比较明确的规定，可以借鉴，我感到非常汗颜，现有

的研究成果都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包括最近参加第四次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大家探讨研究问题的时候又提到这个问题，

比如律师定位的问题，我们探讨时说法院提出公证与效率的

问题，这是法院时代的主旋律提出来，律师怎么定位，法院

公正与效率实际上是对过去法院工作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现在提出的观点往往是对司法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在律师

学方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 管理体系的问题，两结合三

个层次四个层次都谈的非常多，律师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问

题，我们在酝酿探讨的时候就提出来这个问题，管理的职责

不是没有，但是我们有效的管理手段不到位，管理的效率没

有发挥出来，具体来讲怎样把管理职能在管理当中有效发挥

出来，管理效率管理手段怎么样建立起来，这是需要深入地

进行研究的，律师行业的信用管理体系怎么建立？这也是律

师学里面研究很重要的课程，就是在手段运用上我们有没有

更深入的研究。 这些问题都体现了一个矛盾，就律师学目前

研究的现状和实践的需要有差距，就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

这也正是这次会议的需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 听了各位的

发言，我感觉在律师学学科定位的方面，律师学内容调整的

方面，律师学下一步发展方向方面对于从事律师学学科研究

和教育的让来讲都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当然目前研究的还

不够，还达不到实践的要求。我记得旅游说过一句话，世上

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走出了一条路。现在律师学上并不是

没有路，而是走的人不多，而且在这条路上，方向也不明确

，我想通过这次会议，在律师学的建设教育方面明确我们的

方向，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使律师学的建设为繁荣我们法

学教育的研究，以及对我们国家法学的发展可能是我们大家

共同的目的，律师学的研究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不仅仅是理

论方面，更重要有实践方面的配合，下一步我们从律师学学

科研究角度来讲可能要做更多更深入的工作。我特别感谢在

座各位老领导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阮齐林：感谢各位参加会

议，我是属于想把律师学搞掉的观念，现在观念有所改变，



但是始终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任何一个学科都要有他的对象

，就像专业槽，通过今天讨论我们就觉得法律执业操守和规

范这一块是将来律师学的基本阵地。第二个律师实务不要过

于强调，律师实务只能作为入门级的基本的介绍，为什么专

业级的不行，专业级的那个老师想刑法问题，民法问题，他

肯定不如专门搞这个强，不如从业几十年的律师厉害，不是

他对手，这在方面没有长处，所以我觉得将来律师学应包括

两块，一个法律行为规范，另外一个实务，将来他就是活到

老学到老。 另外作为律师学将来情况怎么样，系里采取支持

的态度，必须它毕竟有社会需求，不管是交叉的也好，边缘

也好，将来还是应该促进它发展。 焦宏昌：上午听了以后好

象杜司长还有几个人谈到马上学校进行学科调整和院系的调

整，其中调整里面涉及到律师学作为一门学科怎么发展，课

程怎么来设？我觉得这可能在下一步学科调整里面如果我们

有一大的思路的话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律师学以这个为特定

行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能不能扩展一下，看翟雪梅博士学了

叫做法律职业学课程，我觉得能不能弄司法执业学课程，这

个应该是各科的集体，把法官、检察官律师作为对象，把这

三块弄起来，这些都是法律职业，法律职业里面有很多共同

的东西，在司法执业学理面统一研究，在这下面可以有分支

的单独学科的研究，可以是横向司法的考试，司法伦理，司

法技巧，也可以按纵向的，比如律师、法官、检察官公正这

样来走，这样司法职业学应该把他们同起来，这样内容比较

多也比较扎实，，恐怕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会更好一点。要不

然就老盯着律师学，实际上在学校里有人要做法官、检察官

，但是在职业上还有共同的，我想从这个角度作为我们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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