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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下简称“律师法”）的决定。这次修订对原律师法作了

较大的调整和补充，新增和修订的条款多达40余条，以致修

订后的律师法具有7章60条。总归起来，这次修订的内容主要

涉及这样一些方面。首先，进一步明确了律师的职业性质。

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

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改变

了过去曾把律师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职业性质，使其

更具社会性，在履职中更能体现中立性和公正性。 律师法进

一步规范了律师的执业活动，其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

有：律师执业中，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保守国

家、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也不得违反规定会

见法官、检察官和仲裁员等相关人员；更不可提供虚假证据

等等。这些规定都进一步规范了律师的执业行为，使其更能

发挥律师的作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进一步保障律师的执

业权利，是这次律师法规定的一个亮点。如总则中明文规定

：“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

师的合法权益。”其具体内容也涉及多个方面：律师在会见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

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

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

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律师在执业



活动中，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

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他

们准备或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

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等等。这些

规定都有利于律师依法执业，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和监督，这是

业内普遍关心的问题。根据律师法对律师职业的定位，现今

中国的律师实际上更接近于自由职业者，律师事务所也更像

是一种中介机构。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和监督制度，以

使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始终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律

师法规定，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都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

进行管理和监督，但职能不尽相同。律师协会侧重于管理。

它是社团法人，律师的自律性组织。任何律师、律师事务所

都应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同时也就成了全国律师协

会的会员了。律师协会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范围较广

，包括：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总结和交流工作经验；制定

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组织对律师的培训和业务考核；对律

师事务所进行奖励和惩戒等等。在律师协会的8项职责中就包

括有这些内容。司法行政部门则侧重于监督，在律师法的第6

章“法律责任”中，规定了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

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依据律师、律师事务所的违法情节

，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业、吊销律师和律师

事务所的执业证书等处分，并作了详细的规定。这种双重监

管的机制，加大了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和监督力度，

促使其依法执业，形成良好的执业气氛。 这次律师法的修订

贯彻了十七大精神。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一些相关要求都能在



律师法中得到体现，比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

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等等

，都是修订律师法的指导思想，也都在律师法中得到了落实

。另一方面，从其内容而言，也确实可起到推动法治进程的

作用，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律师法是中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司法民主、监督司法、为社会提供法

律服务产品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包含着法律内容的完

善。中国自1996年5月15日第8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

律师法以后，2001年12月29日第9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

其修改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修订。经这次修订以后，中国

的律师法比较完善了，一些重要内容已非常接近于发达国家

律师法的水平。无疑，这为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作出了贡献。 第二，有助于进一步改善法治环境。中国在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需要形成良好的法治

环境，律师可以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他们通过法律服务，

改善这一环境。这种服务包括：担任法律顾问、参与诉讼、

参加调解和仲裁、进行法律咨询、提供法律援助等等。律师

法的第28条和42条对此都作了明文规定。在这些服务活动中

，他们扮演了法律宣传者、司法参与者、司法监督者、矛盾

纠纷化解者等的角色。这些角色都直接有利于法治环境的改

善，形成依法办事的氛围。 第三，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公民的

合法权益。法治的真谛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限制国家的

权力，另一方面则要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公民的合法



权益既是法治的出发点，也是归宿。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尤其要重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律师法从各种

角度维护公民的这一权益。比如，公民可以聘任律师为法律

顾问；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聘任律师为代理人；可以在刑事诉

讼中聘任律师为辩护人；可以从律师中得到法律援助；可以

聘用律师进行调解和仲裁等等。而且，这种维护的力度大于

修订以前的律师法。比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被监听就是十分突出的一个方面。 修订后的律师法要得到

切实的实施，还需作出努力，其中会涉及方方面面的学习、

调整与适应。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进行宣传和学习。这次

修订律师法，改动之处超过40处，与以前的律师法有较大区

别，这就需要大力进行宣传和学习，使大家都了解这种变化

，正确适用这部法律。其中，律师要学习并严格按律师法的

规定办事；警官、检察官、法官等也要学习并根据律师法的

要求，配合、安排律师依法执业；广大公民同样要学习并充

分利用律师这一资源，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其次，要调整一些相关的设施。过去的相关设施与

修订前的律师法相配套，按照修订前的律师法设计和建设。

如今，律师法作了修订，相关设施应与修订后的律师法相吻

合。如果有不一致的地方，应及时进行调整，并在2008年6

月1日修订后的律师法施行前就到位，不能影响它的施行。比

如，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能再被监听，这

样，会见场所就要作些必要的调整了。与此同时，要修改相

关的法律规定。这次修订的律师法在有些方面带有超前性，

即与有些现行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只有当这些法律的规定也

修改后，才能与其协调一致。否则，法律的统一性就会遭到



破坏，律师法的实施也会出现困难。比如，现行刑事诉讼法

还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察机

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这就与修订后律师法

中的“不受监听”相悖，应及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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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