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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5_B9_B3__c122_485564.htm 一年前，我的一篇题

为《法律援助的喜与忧》的法制杂谈，在四川省人大主办的

《人民权力报》上刊登并获得该报组织评选的优秀文章一等

奖。这篇获奖文章主要“担忧”的是经过最高立法机关修改

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司法实践中

基于种种原因难以落到实处。 多年来，笔者通过对刑事司法

的调查研究认为，在法庭审判中，如果仅有“强大”的控方

对付处于“弱势”的被告方，这样的审判至少从形式上就是

不对等的，这样的格局，势必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司法公正

的实现。这正是刑事诉讼法在全面修改过程中确立“法律援

助”制度的立法精神所在。 然而，司法统计表明，在人民法

院的刑事审判过程中，有“辩护人”参加的案件不足十分之

一，而其中属于人民法院依法“主动”为被告人“指定”辩

护人的案件更是微乎其微。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我国每

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得到援助的不足

四分之一，国家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不足六分

钱，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样的现状，显然是

与我国设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精神不相符合的。 不久前，

由国务院通过的《法律援助条例》向国内外正式公布后，我

的“担忧”自然就成为历史。当时的《法制日报》和《人民

法院报》在刊登新华社所发布消息中所列的几个醒目的小标

题就令人欢欣鼓舞：条例明确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国家鼓

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六大民事、行政事项可请



求援助；五种刑事当事人申请援助不受经济限制。 可是，近

日读到一篇题为《政府责任．律师义务．社会参与解读法律

援助条例三大焦点》的报道后，方知自己似乎“高兴得太早

”。 这篇报道称，“记者在此间召开的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

议上，就条例涉及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了专门采访”，其采

访的内容有三：一是“政府责任”是条例的灵魂，二是法律

援助对律师是义务、是责任，但应依法得到办案补贴，三是

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既不能加以限制，也不能不加监管

。 关于“政府责任”，报道首先指出“条例在总则中规定了

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从而使法律援助从传统的律师个人慈

善和社会道义行为发展为国家对公民的一项司法救济和保障

措施”。应当说，这样的表述是准确的。可是，在涉及“政

府责任”的具体内容时，就开始模糊和抽象了。 报道引述了

司法部部长的讲话内容：“政府责任至少意味着以下五个方

面的内涵：一是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二是必要的机构和队伍

的保障，三是必要的经费保障，四是政府应充分调动律师、

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积极性，五是对法律援助的监督和管理

。” 然而，在涉及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时，又特别强调

，“对律师从业人员而言，法律援助是义务、是责任，属‘

必须行为’的范畴”。报道还介绍，“针对有些律师不愿或

不擅长办理诉讼案件，而由其出资折抵法律援助义务的情况

，司法部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

这样做无论是从律师业的社会性和公益性特点看，还是从社

会影响和社会的接受程度看，都弊大于利，不宜实行”。 这

下我就看不明白了。一会说“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一会

又说“法律援助”是律师的责任、律师的义务，而且是律师



的“必须行为”。特别是在涉及如何履行“政府责任”时是

高度的模糊和抽象，而涉及到律师的作用时又非常的具体和

明确。尤其是一段时间以来，许多新闻媒体在宣传《法律援

助条例》时，重心几乎都是放在如果“律师事务所拒绝接受

法律援助案件将受到警告、责令改正直至勒令停业整顿”上

，甚至于一再重申，这些处罚规定“也同样适用于律师无正

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情形”。 过去，

我曾主张，既然国家设立法律援助制度，那么，按照国际惯

例，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自然就应当是国家的义

务，履行这个义务的责任就应当是政府的责任。即使政府决

定要让“律师”来承担部分义务，也应当是要求政府设立的

“公职律师”来承担这个义务，而不能要求普天下所有的律

师都来承担义务，否则，说“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岂不成

了一句空话。 《法律援助条例》已经公布，它作为行政法规

，具有法律效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应当遵照执行，这

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我仍然持保留态

度。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为律师“辩护”的意思，我只是担

心，对于“法律援助”究竟是谁的“责任”、谁应当为此承

担“义务”这个问题如果弄不明确，势必出现谁都有责任，

谁都应当尽义务，而到头来不仅责任不明确而且义务的履行

也落不到实处的情形。 文章出处：《法律与生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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