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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障碍在“中国&#8226.东盟自由贸易区法律服务研讨会”

上的发言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 广西南宁各位领导、各位嘉

宾，女士们、先生们：在各位都在谈论如何增进各方对中国

－东盟自由贸区投资、商贸法律、政策的了解，如何帮助各

国参展商、外来投资者预防与减少、投资、商贸风险与纠纷

，并最终如何达到消除成员方的贸易壁垒、促进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投资法律一体化进程的时候，我来谈中国法律服

务业面临的现实障碍，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离题万里。但在

我个人看来，有比较固然才算有研究，但有发现问题披露现

实的决心和信心同样是研究。只有发现问题才能研究解决问

题的办法。所以，我的发言只能算是一种不同的声音，并不

算偏离主题。可以说，这也是对主题内涵的另一种诠释。 我

今天在这里所谈的法律服务业务主要是特指我国律师业。众

所周知，1979年12月9日，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司法部向各地

发出恢复律师工作的通知，正式宣告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重

建。25年来，我国律师业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发展变化：律师

队伍已发展到13万人，执业机构已发展到1万余家，业务范围

日益拓展，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社会作

用不断加强。但是，面对经济控制在不断减化，观念控制在

不断弱化，权威控制在不断分化的社会转型现实，尽管我们

看到了社会正从意志本位渐渐向规律本位过渡，管理本位正

渐渐向权利本位过渡，完全国家意志正渐渐走向意思自治，



人治观念也正渐渐向法治思维迈进，但我们还是十分清醒而

无法回避地看到了中国律师业面临的现实障碍。这些障碍既

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困难，更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尤其

是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良好机遇和挑战。 我以为，

我国律师业目前主要面临六大现实障碍：一、认识障碍 这个

障碍主要是讲社会方方面面对律师业的认识存在很多误会、

差别乃至偏见。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定位不准。 我们对

律师的定位，曾经在不同的阶段出现了不同的定位。1980年8

月26日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

作者”；1996年5月15日颁布的《律师法》规定，律师是“社

会法律工作者”，2000年，国务院一声令下，所有自收自支

的国资律师事务所全部脱钩改制，使律师基本成了“中介法

律工作者”。应当说，这几个定位都有其时代意义，但均存

在不准确之处。律师定位的不准确就导致了四个结果，即认

为律师不是官、不是师、不是家，不成行。 第一，律师本来

应该是一种在野的公共力量，也是一种官。有的国家规定为

“在野法曹”，但在我国，目前，只要一当律师，就很难进

入公共权力中心，成为社会公职人员。 第二，律师本应是师

，而律师这个名词最早来自佛教，原为熟悉经律的老师。同

样，在法律领域，律师应当也是师，应当与法学教授一样被

视为法律实务的老师。 第三，律师应当也是法律家，是法律

家共同体的成员，律师从理念上讲与法官、检察官一样，也

应是法律家。 第四，律师还不成行，还没有成为一个实现从

自律到自治的行业。2、定性不清。 定位不准的直接原因来

自于我们对律师的定性不清。这个定性应从四个方面理解： 

（1）政治属性，律师业也有公权力的因素，是一种独立的从



事社会管理的潜在力量，也是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法律

实施的力量。 （2）市场属性，律师具有市场中介机构的法

律功能，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 （3）社会属性，在社会上

，律师同时也是一种自由职业者。 （4）职业属性，律师是

一种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其职业是以法律的智慧和专

业的技巧帮助客户完成各种法律事务。所以，律师的属性到

底是什么应当重新研究。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服务性、有偿

性、平等性、自治性四个方面来分析律师的属性。3、观念不

明。 因为定位不准，定性不清，从而导致社会对律师的认识

有误解、有偏差，这些误解主要表现在： （1）认为律师很

有钱。律师真的很有钱吗？实际上不一定，按照2003年的统

计，我国律师平均每年收入5万到6万元人民币，看来，我们

的律师并不是很有钱。 （2）以为什么人都可以当律师，前

两年，某报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下岗工人那里去，报考律

师去”。好像律师行业像个收容所，什么人都可以收进来，

甚至连杀猪的也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当上了律师（我这里丝毫

没有贬损屠宰工这个工作）。 （3）认为当律师很容易。报

名参加“律考”和司法考试的人数居高不下，就说明很多人

的某种心态。但是无情的现实是，每年录取的比例是7%左右

。 （4）以为律师就是为坏人辩护的。暂且不说坏人是道德

概念还是法律概念，我们一定要知道，坏人得到及时、有效

、到位的辩护也是法治社会的一个标志。在现实中，某些当

官的总认为律师是找麻烦的人。实际上律师是为了避免公职

人员更多的大麻烦，而给公职人员找了很多小麻烦，这样说

来律师还是在帮助公职人员。 观念的不明，就使社会上包括

公职人员认为：有了法律问题可以不必请律师；请了也白请



，甚至还不如请法官；有钱的不想请律师，没钱的也想不到

请律师。二、人才障碍 1、专业人才：入世后的中国和中国

东盟成为自由贸易区的今天，我们必然需要很多专业人员。

不仅只是诉讼方面的，更多的是非诉讼方面的专业人才。如

反倾销、反补贴、投资、融资、招商引资、商贸风险等专业

领域的人才非常奇缺。 2、外语人才：当代中国律师大多不

能用英语与外商交流，更不用说用外语直接上仲裁庭，据乐

观统计，能用英语打官司的不到3000人。 3、管理人才：现在

的律师尤其是合伙人大多是一边忙于业务，一边忙于管理。

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层没有职业管理人员，就像公司里的职业

经理人。我们需要研究今后是否有可能培养专门的人才来专

门经营管理律师事务所。国外的律师机构就有专门的律师事

务所管理人员。三、管理障碍 目前，我国律师业的管理主要

表现在四个层面： （1）行政管理。主要是特指司法行政机

关的宏观指导。从大趋势看，行政管理应当向行业管理转变

。 （2）行业管理。现在还没有实现完全的行业管理，还是

一种过渡阶段，目前实行的是“两结合”管理模式。问题在

于这个行业是自律性的还是自治性的？律师行业管理的权力

来源在哪里？这种权力是授予还是让渡？管理的权限分配不

清，如管理培训的问题，有的地方属于行政，有的地方则归

属于行业。行政管理管什么？行业管理管什么？这些都不清

楚、不规范，还有执业律师担任律师协会的领导职务的问题

，目前正处于探索阶段。 （3）机构管理。也就是律师事务

所的管理，现在大多是放羊式的，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合伙

人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人才管理、财务管理都存在很多问题

。不少律师事务所常常因为物质利益、事业目标、情感寄托



、知识更新的不同，而出现分家的情况。为此，我们最近将

与中国政法大学召开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律师流动的法律

与政策问题。 （4）自律管理。也就是律师的个人自我管理

，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诚信管理，也就是

职业道德问题，一个是执业风险的管理，要特别注意防范与

政府有关的、与客户有关的和因自身原因和触犯刑律而导致

的执业风险。四、政策障碍 （1）律师收费上的政策不明确

、不规范，1990年施行的全国统一收费标准早已过时，而各

地制定的收费标准还只是一种探索，是否科学还有待研究。 

（2）税收上，前两年是双重税收，现在尽管取消了，但对律

师业的税收政策依旧显失公平。 （3）财务上，目前只是行

业的倡导，律师事务所的财务管理准则没有法律规定。五、

市场障碍 中国入世几年来，到底是狼来了，还是浪来了，或

者是粮来了？有什么样的结论，我们不言自明，但对律师来

讲，目前的法律服务市场依旧存在不少问题： （1）法律服

务的市场被人为的进行分割，律师与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分工

、分流不明确、不明朗。 （2）职业准入没有形成有效的垄

断机制，1993年证监会一个决定，律师开始进入证券业，使

我国律师业获得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发展时期，这就说明有些

市场是需要政府推动的。 （3）关于地域差别的问题。 目前

我国还有206个县没有一名律师，这就说明，提供法律服务者

与需要法律服务者之间被拉开了距离，出现了断档状态。六

、法律障碍 （1）在执业权利上，法律上的障碍太多。首先

，在法律条文中没有给律师以辩护人的权力地位，只在宪法

中有一条，没有具体规定。而《律师法》也没有给律师多少

权利，更多的是限制；其次，在权利的设定上对辩护人没有



相应的规定；再次，在程序的设计上也没有充分体现律师的

作用和地位；最后，在诉讼结构上，没有设置辩护职能。去

年司法改革研究仅仅停留在几大司法机关之间来回讨论的权

力配置上，没有律师的声音，没有律师的发言权。 （2）在

执业地位上，整个法律服务业在整个司法制度和司法架构中

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 （3）在职业互换方面，也是问题多

多，障碍不少。只有原来是法官、检察官来当律师的，但当

了律师再回去当法官难上加难，也几乎没有律师去当法官、

检察官。所以职业互换很困难，高层面的律师流动更困难。

希望在法律上有更多的流动与互换空间，但现在的司法考试

实际上还是律师资格考试。考试过关后依旧没有机会去当法

官、当检察官。 （4）在执业机构上。目前大部分是合伙所

，《律师法》修改中应当考虑有多种组织形式，应考虑既可

以有个人所，也有有限责任所，还有有限责任合伙所的组织

形式。 （5）在律师业务方面，是否应给律师更多的垄断地

位。如会见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保守职业秘密权

、执业豁免权等，都应有垄断规定，以保证及时、有效的律

师刑事辩护权的实现。 （6）在程序正义原则上，应当给律

师更多的司法救济措施。如关于保释制度，弱者就应当在程

序上有更多的抗辩机会，以保证律师在程序设定上充分的权

利。 所以，在《律师法》的修改中，应充分关注以下问题：

1、强化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律保障； 2、增加刑事辩护律师

责任豁免条款； 3、增加律师独立的上诉权； 4、增加律师垄

断全部业庭业务的规定； 5、增加体现非诉讼法律业务的特

有原则； 6、规范律师服务收费制度； 7、明确律师拒绝辩护

或代理权的行使条件 8、明确律师会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人权利的行使条件； 9、提高律师职业准入门槛； 10

、增加律师利益冲突规范； 11、完善律师执业机构的形式多

样化； 12、提出律师参与立法的目标。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我们面临的障碍不少，但我们面对的希望更多。尽管行业

化管理尚未成形，专业化品牌尚未成熟，职业化建设尚未明

朗，产业化经营尚未具备，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看到规

范化建设正在起步，国际化品牌正在探索，规范化目标正在

形成，全球化服务正在达成共识。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到

今年雅典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刘翔成功跨越110栏终点后的精

彩一刻：当时，刘翔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与喜悦，面对镜头

，大喊：“中国有我，亚洲有我，世界有我。”为此，我也

希望，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脚步中

，在WTO的大舞台上，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搭台唱戏中

，有我们广西律师，有我们中国律师，有我们亚洲律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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