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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5_BC_A0_

E5_BF_97_E9_93_AD__c122_485851.htm 中国律师制度是清末

变法改制效仿西方典章制度的产物。作为“舶来品”，律师

制度如何在一个东方传统的社会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

一直是萦绕于律师从业者和关注者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问题。

实践中，伴随着中国政制的更替演变，律师制度和律师业也

经历了兴衰存亡的过程。 如果我们基于四十年前(1957年始)

延续二十多年的历史记忆，那么律师的命运势必成为一个沉

重而严峻的话题，一个关于律师业“生存还是死亡”的话题

。所幸的是，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社会利益分

化重组的情势下逐步实现了社会治理结构的重大转型，市场

经济、民主政治、人权法治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

犹如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格局

之中，律师制度和律师业也深深地嵌入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

和社会结构之中。眼下中国律师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已有12

万人之众，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表意能力和表意空间，在社会

生活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当此情景，假

使我们仍然在“生存和死亡”的意义上谈论律师的命运，尽

管不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深度合理性，却也难免招致杯

弓蛇影、杞人忧天之讥。因此，在量的意义上，在“兴衰”

而非“存废”的意义上关注律师的命运，关注律师业的健康

发展，显然已在情理之中。 按照律师业持续稳健发展的要求

讨论中国律师的命运，需要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其发展轨迹。

中国律师近三十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国家法律工作者



”到“社会法律工作者”的重大转变。律师业在回归社会之

后，从职业技能、职业伦理、职业自治、职业(社会)认同等

诸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职业主义改造，当属顺应时势、合乎

规律、关系成败的合理选择。从逻辑的角度分析，律师业的

命运直接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与律师业发展密切相关

的社会需要、社会角色和社会认同。律师业必须立足于社会

生活的需要，在回应和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意义上，凭靠自

身的职业“功夫”和相关的社会认同，赢得并巩固自己在社

会分工体系中的角色担当。有鉴于此，我想在检讨现行相关

认识和实践的前提下，就律师业发展的宏观层面择要建言以

下三点： 1.法治兴、律师兴，律师业的兴旺以法治发达为前

提。在法律界流传一种说法：“律师兴、法治兴”。此言虽

极具感召力，却可能给人以误导。应该说，基于律师业和社

会法治的内在逻辑关联，律师业的兴盛的确能表征社会法治

的发达，而且从互动的意义上说，律师业在促进和维护社会

的法治化治理方面，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从律师

业和现代法治这两者之间更为原初的关系看，如果以为一个

社会只要律师业兴盛了，法治就必然发达，则显然是因果颠

倒、倒因为果。人类已有的实践经验表明：法治兴、律师兴

。没有对法治的崇尚，没有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没有良好

的法治环境，就不可能有真正发达的律师业。中国律师的命

运，在整体上取决于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尤其是在现阶段

，致力于推进法治，也就是致力于律师业的长远发展。 2.弘

扬职业主义精神，在律师角色的价值正当性上进行文化和观

念的重建，从根本上解决对律师的社会认同问题。现代律师

制度在中国原属“舶来品”，从功能类似的角度看，律师在



传统中国社会被称为“讼师”、“师爷”、“刀笔吏”等，

是不崇尚“道德文章”、专长于“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辩

”的道义小人，缺乏文化传统上价值正当性。1949年共和国

建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律师制度被说成“资产阶级的专利

”，律师被视为“专为坏人说话”的政治上的“失节者”，

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实践上遭到排拒。从现状看，这样一些不

利于律师业发展的文化传统和观念形态，至今影响广泛，严

重阻碍了社会对律师的整体认同。加之律师界弥漫着一味追

名逐利的商业主义倾向，使得社会对律师的认同更是雪上加

霜。而律师业的存在和发展，恰恰不能没有或缺乏社会认同

。律师是一个需要诸多职业特权(如职业自治、职业豁免、职

业调查等)的行业，而这些职业特权的获得和实现，都以律师

的社会担当以及社会对律师的认同为基本前提。从中国律师

业的长远发展看，要解决文化传统排拒、意识形态歧视、商

业主义泛滥的问题，就必须有天下情怀、社会抱负，不断强

调自己的社会担当，弘扬利他主义的职业伦理，彰显自己的

价值正当性，并在获取社会高度认同的基础上，达成职业特

权和职业使命之间的历史性契合。 3.以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

为契机，理顺律师与检察官、法官等不同法律职业之间的关

系，锻造共享的“法律家”身份，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当

下律师与检察官、法官等法律职业之间的非职业关系，严重

影响了律师业的生存状态。“律师”(lawyer)既是一种职业，

也是一种身份；作为身份，它是指“法律家”。“法律家”

的身份并不为律师职业所独享，同时也为检察官、法官、法

律教师等其他各种法律职业所分享。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

以“法律家”的共同身份为标识，以精神同质、组织贯通(职



业间的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

，为造就不同法律职业共享的“法律家”身份提供了契机，

并为法律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面的配套制度设计提供了引力

。从社会整体构造看，由于不同的法律职业作为身份共同体

具有结合公私资源的属性，弥合了国家和民间二分所造成的

缝隙，从而成为在精神和组织上整合国家和民间为社会共同

体的一座桥梁。 律师业的发展还涉及其他诸多方面，诸如细

分法律服务市场，包括服务区域、服务品种、服务方式等，

合理选择自己的业务范围和业务拓展方向；在数量有限和分

布集中的状况下，关照法律服务的广阔地域、领域，发挥自

己的辐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需要

认真的对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