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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我们为什么做律师” 刚刚过去的2004年，有些往事将

随风而去，有些往事却并不如烟。 并不如烟的往事自然给我

们留下了记忆的证明：从年初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对律

师工作的重要批示，到年末全国律师协会在全国行业协会成

就汇报展览会上的精彩亮相；从被誉为律师界的“同一首歌

”的“法学与法治巡回讲坛”继走过广州、佛山、昆明、太

原、天津、重庆、福州、厦门之后的第九站落地长沙到“第

四届中国律师论坛”在美丽的古城合肥成功举办；从第15届

亚洲律师协会会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到第3届全球主要城市律师

协会会长峰会在上海聚首；从司法部领导提出地方律师协会

领导全部由执业律师担任的改革举措到海南、浙江、江西、

江苏、河南、湖南等地律师协会的成功换届；从律师制度恢

复重建25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到全国律协推出的第一批全国

优秀律师事务所和优秀律师名单的即将出炉；从教育整顿活

动的学习动员到整改验收阶段的胜利“收官”；从广东律师

人数率先突破万人大关到北京律师的合并重组乃至“全国八

所联盟”的论证和筹备；从年头全国律协《律师执业规范》(

试行)的出台所引出的“游戏规则”话题到岁尾北京一律师事

务所被判向客户赔偿800万元震惊律师界而带来的律师执业风

险思考⋯⋯ 并不如烟的往事让我们看到，“中国农民调查”

已经告一段落。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中国律师也需要调查：

调查我们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状态，调查我们的行业建设和业



务拓展，调查我们的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调查我们的管理

策略和发展战略⋯⋯ 因为记忆，因为调查，因为发展，就需

要反思，需要深思，需要构思。 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反思与深

思的现实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做律师？我们做律师为什么？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律师？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 简而言

之，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执业观。 提出这些问题的是

北京律师，需要思考的却不仅仅是北京律师，应当是全部中

国律师。显然，提出问题的潜台词就是因为律师业本身出了

问题，那么，我们的执业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坦率地说，

我们的律师执业观的确出了问题。从主观方面看，部分律师

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执业动机功利化。不少人都在想

只要做律师就能赚钱，尽管这些年在律师队伍的迅猛发展当

中，确实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律师，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律

师就是为了钱才做律师。二是执业目的庸俗化。某些人做律

师为什么？就是为了钱，或者为了堵一口气，或者为了某种

可能未必能说出来的愿望。三是执业行为商业化。他把所有

执业方面的一案一讼、一点一滴都理解成商业行为。四是执

业信仰模糊化。对律师职业的未来毫无信仰，一片模糊。从

客观方面看，整体上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执业文化建

设比较缺乏。不管是律师事务所还是律师管理层面，原来很

少考虑过律师文化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理解，说明我们执业

文化建设还比较缺乏。二是执业管理还有缺位。这次教育整

顿活动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讲话都谈到了我们管理

中存在缺位的情况，不好管、管不好、怎么管，都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问题。三是执业环境欠佳。严格意义上说，不管是

社会环境还是我们本身的执业环境都出现了非常恶劣的情景



，尤其是在刑事业务当中表现更加明显。四是执业规范还缺

乏权威。尽管各地律师协会都在不同程度地做了一些可贵的

探索，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权威。我们应该制定一套

什么样的规范，显然是一个难题。亚里斯多德说过，法治就

是制定一个大家能看懂的并能得到普遍执行的法律。我们在

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是不是应该认真研究如何制定一个大家

普遍遵守并有权威的规则。 问题是现实存在的，那么，究竟

是什么误导了我们的律师执业观？ 我们可以发现，首先是社

会认识的偏差导致了不管是社会还是我们律师自身对律师执

业观都发生了偏差。社会偏差有四个方面：一是以为什么人

都可以当律师，导致现在律师队伍当中出现了一些鱼龙混杂

的情况；二是以为律师都很有钱。确实，可能北京、上海等

地律师相对于其他城市的律师收入要高一些，但是从整体来

讲，律师执业收入应该算比较低的；三是当一个律师非常容

易，我曾经把律师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当一个律师

”，第二个阶段是“做一个律师”，第三个阶段是“像一个

律师”，第四个阶段是“是一个律师”。实际上当一个好律

师、当一个优秀的律师要有非常长时间的积累；四是以为律

师就是为坏人说话的，这就是社会对律师作用认识的严重偏

差。 另外，我们的制度设计对律师定位存在的模糊认识，也

导致了我们自身对律师执业观的偏差。从社会属性上看，律

师这个职业具有服务性、有偿性、平等性、自治性的特性。

这四个特性决定了律师业应有如下定位：一是社会公共管理

人才的储备库；二是法律家共同体的主力军；三是传道授业

解惑的法律之师；四是高度自治、严格自律的法律行业。实

际情况却截然相反，概言之，当下的律师定位有四大不足：



其一，不是“官”；其二，不是“家”；其三，不是“师”

；其四，不成“行”。 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

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执业观？ 首先，

要把握四个“业”。第一就是职业，如果说你仅仅把律师当

成一个职业，那就仅仅是谋生，也就是赚钱，如果停留在这

个阶段，他的执业观肯定有问题，肯定有缺陷。第二是专业

，我们经常讲律师是吃专业饭的，这是一个需要高度智慧高

度技巧的专业，所以我们要把律师从职业提升到专业。第三

是行业，要立足从专业上升到行业，任何一个律师就代表一

个行业，比如社会上对律师产生好的印象或坏的印象有可能

就通过一个律师来体现。所以任何一个律师都要考虑我是这

个行业的一部分，我就是这个行业的形象代表。第四，我们

应该把律师当成一项事业，一项终生追求的事业。这时，律

师的执业观基本上就达到了一个比较清晰、比较理性、比较

客观的阶段。 其次，要明确四个“以”。第一，要以法为业

。以终生追求法律至上为永远不变的信仰；第二，要以德为

本。恪守职业道德，表现职业良心，永远是一个律师的基本

道德素养；第三，要以质取胜。质量如何，既能展现律师的

水平，更能体现律师的能力；第四，要以诚取信。不讲诚信

，不用说做律师，连做人都很困难了。 最后，要瞄准两个“

化”，一是要优化执业环境，二是要强化管理水平。尽管这

是一个老话题、老难题，但还必须要有新思路。有了新思路

，才能有新环境、新气象、新水平。 如果说想做律师是一种

愿望，要做律师则是一种选择，而敢做律师则是一种决心和

勇气，能做律师就是一种水平和能力。看法决定想法，想法

决定说法，说法决定方法。 看法也好，想法也罢，最终汇成



一句话，那就是说法，也就是执业观的说法：我们应该建立

一种以职业为基础，减少功利化，增强荣誉感；以专业为中

轴，减少大众化，增强紧迫感；以行业为依托，减少个人化

，增强责任感；以事业为目标，减少商业化，增强使命感的

律师执业观。同时，还要以法为业，以德为本，以质取胜，

以诚取信。最后，在优化执业环境和强化管理水平的前提下

，用服务创造价值，用奉献塑造形象，用信任打造品牌，以

实际行动改革错误的执业观。 黑夜给了我们黑夜的眼睛，我

们要用它寻找光明；父母给了我们丰富的大脑，我们要用它

思考人生；时代给我们律师这个职业身份和角色，我们要用

它体现法律专业的特色，表现律师行业的本色，展现律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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