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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文摘》2003年第二辑卷首语 《律师文摘》自去年创刊以

来，摘登了不少好文章。补白也颇具特色，用一些统计数字

，发人深省。例如第三辑253页有这样几则：一、北大法学院

陈兴良兄发现，目前中国“70％以上”“事关被告人生死攸

关的刑事案件”无律师介入，即大多数被告人都是自辩或请

亲友代理。二、1997年至2002年间，至少有500名律师被“滥

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80％由司法机关“送

进班房”，“绝大部分(占80％)又最终宣判无罪”(原文如此)

。三、近年来各地法院受理刑事案件数量飙升，北京律师却

“不敢办刑事案”(即担任辩护人)。“年人均办理数量”已

从10年前的2.64件下降到0.78件。 由此忽发奇想：刑事案件是

否可取消律师？根据上述数字，取消后总体而言，被告人(尤

其那些没钱请律师的被告人)的命运不会比现在不好。同时，

律师行贿引诱伪证等等引发“滥抓滥判”的事件，连同该抓

不抓该判不判的情况，也一概不会发生。换言之，如果公众

对刑辩律师的服务和自律已经失去信心，修订法律取缔或严

格限制律师介入，或许是利国利民也对律师本人有利的一项

选择。 律师的民商事业务范围如何调整，可以请无利害关系

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调查一下，权衡利弊。不管市场经济

是不是“法治经济”，我怕调查结论很可能是：中国律师太

多。首先，没有几个老百姓包括生意人用得着律师。他们解

决纠纷，无论夫妻吵架、追讨债务，还是请愿告状、伸冤报



仇，都有惯常有效的办法，与律师无关。其次，某些涉外或

重大的项目，例如公司上市，为减少虚假信息，可以考虑全

部交由香港律师行代理(最近温总理访港签署两地“零关税”

协议，开放内地法律服务市场，便是开端)。虽然香港律师收

费贵些，但他们信誉好、自律严。投资者重拾信心，金融市

场的稳定发展和监管也就容易了。 中国人传统上奉孔子的“

无讼”为理想。现在当然不能奢望了；即便在乡下，时不时

也有“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为非作歹，鼠牙雀角，动

成讼端(见费孝通：《无讼》，载第一辑224页)。清末修律，

拟设立律师制度，张之洞(南皮)反对，担心“讼师奸谋得其

尝试”。今天，南皮之忧不幸成真，虽然不能全怪律师：他

在竞争那么激烈又腐败丛生的环境里执业，当诉讼变成“贿

赂竞赛”之时(方流芳兄语，见《中国书评》卷八36页)，是

万不得已才做了“三陪律师”的。 中国要律师干嘛？用处不

能说没有，比如可以缓解城乡过剩劳力的就业问题。国家规

定报考律师资格，同等学历即可，不必法律系毕业，是不是

这一政策思路的体现？中国律师人口已达世界第二，仅次于

美国，这一事实在某些场合也能炫耀一下。不过这么说，总

有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感觉，写成社论或编入教材，

也很难上升至“理论高度”。 《律师文摘》孙君国栋约我写

一“卷首语”，我就胡言乱语这些。 (注：冯象先生系美国哈

佛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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