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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风动心动，心动行动。不知不觉，一年一度的“两会”

又悄然行动了。 所谓“两会”，就是身处全国各地的全国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聚首京城，共商国是。 其实，关心国是、

热心国是的人不仅仅是参会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还有许

许多多普通百姓、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乃至富商巨贾。 作为

社会法律服务工作者、作为市场中介组织、作为法律共同体

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广大律师自然而且必然也关心每年春天

的“两会”，关心“两会”的热点、焦点、难点，关心“两

会”的内容、主题、成果。 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25年来，

律师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律师队伍不断壮大，律师

地位不断提升，律师作用不断扩大，律师影响不断提高。据

不完全统计，在现有14万多律师(1万多家律师事务所)中，已

有约1000位律师成为全国各省、市、县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尤其在十届全国人大、十届全国政协中各有8位代表与5

位委员(其中伍增荣是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本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159名常委中，她还成了唯一以律师身份当选

为常委的律师代表)，可见，中国律师已逐渐开始进入参政议

政角色。尽管与其他行业相比，在绝对数上并不多，但与以

往的历史比较，却是很大的进步。 律师不仅是法律人，还是

政治人，是联系国家法律与现实社会的桥梁，是当事人个人

诉求与国家法律的对接点，是国家法律的宣传者和实践者。

所以，律师参政议政具有近水楼台的专业优势和得天独厚的



职业优势。由于律师的接触对象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律师

对社会矛盾有着深刻而广泛的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直接接触

司法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充分发挥对司法权和行政权

的监督职能。诚如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会长高宗泽

律师所言：“律师参政议政，一方面可以充分反映律师的意

见和呼声，另一方面可以广交朋友，倾听社会各界对律师工

作的看法。同时，对于提高律师队伍素质，拓宽律师服务领

域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为此，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也曾对

律师参政议政给予了高度评价：“律师进入全国政协委员行

列，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律师的作用，因为依法治国是我们

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民主政

治建设的重要目标。要做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律师

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可见，随着我国法治的进步与完善

，参政议政正逐渐成为律师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多

的律师正逐步积极地加入到各级人大和政协中去，为国是建

言献策。当然，不管他们是否当选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他

们都时刻牢记着自己的使命，以自己的专业智慧与法律素质

，为未来律师更全面更深入更有效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当好

铺路石，做好排头兵。 所以，无论是否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我们都关心律师在实践依法治国方略中的作用能否真

正得到体现，我们都关心律师面对的执业环境能否真正得到

改善，我们都关心律师的执业权利能否真正得到保障，我们

都关心法律服务市场能否真正得到拓展和规范，我们都关心

律师参政议政的目标能否真正得到实现⋯⋯同样，通过本期

稿件，我们可以关心“教育整顿活动”之后的律师队伍建设

，关心“规范建设年”中的工作安排，关心“中国律师论坛



”成功举办四届之后的各地律协申办态势及“可持续发展”

，关心“首届中国青年法学家论坛”上获奖者的精彩演讲，

关心“法学与法治巡回讲坛”上教授们各具风采的“台风”

，关心律师流动中的法律与政策问题，关心律师行业自治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于是，在本届全国人大前

两次会议中，伍增荣代表提出了“成立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

的建议”，张燕代表提出了“建议取消《刑法》第306条”等

议案，陈紫芸代表提出了“关于建立完善信用法律体系”等

议案，迟夙生代表提出了“关于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等议案

，陈舒代表提出了“关于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等议案，杨伟程代表提出了“关于尽快出台监督法”等议案

，许智慧代表提出了“关于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执

法监督”等议案，韩德云代表则积极主张中国律师应当成为

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先行者。对此，第一次当选为全国政协

委员的几位律师都作出了积极响应。高宗泽委员提交提案“

建议立法部门取消《刑法》第306条”，李汉宇委员的提案是

“建议以立法的形式管住编制，保护机构改革成果”等，何

悦委员建议“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是实现法官职业化的根

本途径”，吴德云委员则提出了一份“关于实行公务员公积

金制度的建立”等。 今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

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他们将提出什么“议案”和“建议”

，本文落笔时还不便知道。但我相信他们的目光和视线依旧

不会离开与律师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热点和难点。譬如：《律

师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废除刑法第306条

”乃至律师将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倡导的观念准备和能力担当

⋯⋯尽管未必每个提案都能被列入既定议程，尽管未必每个



建议都能被排入工作主题，但作为代表和委员，必须关心国

运、关心民情乃至关心自身发展。 眼下，《律师法》的修改

已进入实质阶段，三大诉讼法的修订也已列入立法议程，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确立则已成为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

通百姓的共识和工作目标。实际上，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人

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在法治社会中，律师永远是化解社会矛

盾的高手，是掌握社会平衡的大师，是追求社会和谐的智者

。不仅是在普通的一案一讼中，他们能够恪尽职守；更重要

的是，在参政议政的一议一案中，他们同样能够道法自然。 

最近，对律师事业始终特别关注和关爱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陈兴良教授提出，修改“律师法”要注意当前律师职业

中存在的七大不平衡：一是诉讼业务和非诉讼业务的发展不

平衡；二是刑事业务和非刑事业务的发展不平衡；三是律师

职业和其他法律职业的不平衡；四是律师职业发展的地域不

平衡；五是律师水平的不平衡；六是律师职业所承担的社会

职责和社会环境的不平衡；七是律师的经济收入和社会评价

之间的不平衡。 大家自有其不凡之处，名家自有其不俗之举

。陈兴良教授的一番分析与判断自然是一言中的，鞭辟入里

。我们不禁为陈兴良教授这样的理解和同鸣而欣慰，毕竟，

律师事业还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但对我们来讲，目前律

师业的“七大不平衡”的确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平衡、不断

地着力改革、不断地致力创新。概而言之，就是要不断地谋

力发展。发展永远是我们各项工作的硬道理和大方向。 我们

深深体会到，对律师职业的看法，尽管目前社会认识还仅仅

停留在“打官司”的层面，甚至仍有人认为律师就是“为坏

人说话的人”，但从长远来看，社会对律师的认识将越来越



清晰，社会对律师的需要将越来越重要，社会对律师的要求

将越来越严格。所以，不管是大事小事，不管是国事家事，

不管是公事私事，都需要律师去关心、关注乃至关爱。因为

这些事情都与国家的发展有关，都与社会的稳定有关，都与

法治的完善有关，因而，都与律师有关。律师如同一粒种子

，在适合的阳光、水分、雨露的环境里，可以成为栋梁之材

。律师具有治国所需的法律专业知识，阳光、水分、雨露就

是社会为律师提供的参政议政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律

师必然会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时，

律师又将播撒出新的种子，播撒着新的希望。 著名法学家江

平教授曾对律师的参政议政前景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他说:“律

师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实力、水平、素质，不一定要求每

一个律师都成为政治家，但是要求我们律师都能成为政治家

式的律师。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经济、关心人民群众

，把你的心脏和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跳动在一起，那

你就是21世纪最好的律师。” 每年春天，我们对“两会”都

倾注了满怀的希望； 每年春天，我们对“两会”都给予了欣

慰的目光； 今年春天，我们对“两会”依旧充满期待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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