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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90_E8_B4_A3_E4_c122_486394.htm 经修订的《合伙企

业法》中，有限责任合伙制度（以下简称LLP）是一大亮点。

在为专业服务机构发展提供组织平台的同时，LLP本身有许多

问题尚待解决，执业风险基金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执业风险

基金是指LLP制律师事务所为偿付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所造成的债务而依法设立的赔偿准备金。《合

伙企业法》第59条（以下简称第59条）规定：“特殊的普通

合伙企业应当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执业风险

基金用于偿付合伙人执业活动造成的债务。执业风险基金应

当单独立户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本文拟就LLP制

律师事务所建立执业风险基金的若干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以

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执业风险基金的建立 首先是由

谁来建立基金。《合伙企业法》规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

业应当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律师法》规定，“律师

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

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向当事人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

。”“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

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律师开展业

务活动是以律师事务所而不是律师个人名义开展的。当事人

受到侵害后也应向律师事务所主张权利。结合《合伙企业法

》和《律师法》两方面的规定来看，建立职业风险基金的主

体应当是律师事务所。 其次是风险基金的资金来源。有观点

认为，基金应当从律师事务所年度业务收入中按比例提取，



个人以为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问题的。律师事务所资产由两方

面构成：设立时由合伙人投入的部分；运作中所产生的收入

。从法律关系上来看，事务所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其全部资

产都属于债务的一般担保。故基金也应当由两部分组成：LLP

事务所设立时（或者改制时）合伙人应先投入部分资产建立

基金；而后，执业中按年度从事务所业务收入中提取一定比

例投入基金。这样事务所在开始阶段就有能力对执业产生的

债务承担责任。实际早在2002年，上海市司法局已经做了类

似规定：“个人开业律师事务所设立执业风险基金。执业风

险基金包括执业风险准备金和执业风险保证金。执业风险准

备金为20万元人民币；执业风险保证金由律师事务所每年按

不低于业务总收入的5%提取。”虽然这里的“执业风险基金

”不能等同于《合伙企业法》中的“基金”，但这种立法是

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律师事务所存在首要价值是为律

师提供执业平台，而不是为了准备偿付债务。不能过分提取

风险基金，否则不但违背立法原意，也不利于事务所良性发

展。这方面，可以参考财政部于2007年3月1日颁布的《会计

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

相关内容：“事务所应当于每年年末，以本年度审计业务收

入为基数，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提取职业风险基金。”我们

可以发现，财政部对基金提取做了两方面的限制：一是提取

比例下限，为5%；二是基数，仅限于审计业务收入，其中第

二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我们知道，会计师的业务范围比较广

泛，既有审计业务，又有非审计业务。在所有业务中，审计

业务最容易引发风险，其造成的损害也特别巨大。国际上“

安然”案和国内“银广夏”案中，会计师都是在审计业务上



出的问题。所以财政部这种安排是有考量的。同样道理，在

律师事务所承接的各项业务中，不同领域的法律风险也是不

同的。为公司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和为超市进货草拟合同可

能面临的法律风险显然是不同的，对待上理应有所区别，作

为律师业主管部门的司法部也倾向于此。律师事务所发展需

要资金，合伙人的投入需要回报，这就决定了事务所不能无

休止的提取风险金。笔者以为，对于风险金的提取应当允许

各所设置上限，范围根据办理业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并记

载于合伙协议中。实际上，基金金额上限本身也是事务所信

用的组成部分，相信事务所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掉以轻心。 最

后简单谈谈执业风险基金和职业保险的关系。按照第59条的

规定，LLP制律师事务所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和办理职业保险是

一种并列关系，并不因为办理了职业保险而免除建立执业风

险基金的义务。二者都是法律强制性规定。 二、执业基金的

管理 风险基金虽然作为偿付未来执业造成债务的准备金而存

在，但不能因此改变其律师事务所资产的法律性质。如前述

，其主要资金来源为事务所业务收入，本质上属于律师的所

得。财政部《办法》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解散时可以对基

金进行清算。”这说明立法部门将基金作为事务所资产看待

。这种安排也符合专业服务人员的心理期待。既然是事务所

资产，那么就应当由律师事务所对其进行管理。当然，这并

不排除事务所委托专门基金管理公司对该笔资产进行管理的

可能性。但是这种管理应当是基于事务所的意思表示为之。

对于基金的管理应由事务所权利机关做出决议方可进行。具

体操作上，律师事务所应该为风险基金设立专门账户，而不

得与事务所的一般账户混合操作。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事



务所能否利用该基金进行投资。前文已经分析，基金的作用

是偿付合伙人执业活动可能造成的债务。它起到一种类似担

保的作用，当事人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事务所信用的组成部分

。这就要求至少保证两点：第一，对该基金的管理只能增加

，而不能或可能减少其价值；第二，在造成债务并拟进行偿

付时能够随时提取使用。个人以为，不能单纯强调基金的安

全性，应该同时考虑到其保值和增值两方面的问题；应该允

许其投向可以随时变现的国债及其他较为安全的投资工具。 

三、执业基金的使用 笔者所谓的“使用”是指发生法定的、

符合基金设立目的事由时动用基金对他人进行偿付。第59条

规定：“执业风险基金用于偿付合伙人执业活动造成的债务

。”这种规定相当模糊，至少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

如何理解合伙人执业活动造成的“债务”，《合伙企业法》

在“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一节中论及到三种原因造成的债

务：“①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

企业债务；②合伙人在执业过程中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

的合伙企业债务；③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从第59条规定

看，风险基金只能用于执业活动造成的债务，而无论是否合

伙人有过错。 第二，合伙人执业造成的“债务”范围，一般

来讲，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可能发生违约或侵权责任。无论是

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最后责任承担方式主要还是损害赔

偿。可以认为，这里的“债务”即损害赔偿。财政部《办法

》规定基金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支出：“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

事赔偿”，“与民事赔偿有关的律师费、诉讼费等法律费用

”。这里虽然是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规定，但对于律师事务所

基金的使用很有参考价值。 第三，对此处“合伙人”的外延



如何理解，律师事务所中主要有三种律师：合伙人、合伙人

雇佣的薪金律师、提成律师。合伙人本人自不待言；根据雇

主责任，薪金律师造成的损害也属于“合伙人”的债务。不

无疑问的是非合伙人的提成律师是否应该归入“合伙人”的

范围。笔者以为，这里的“合伙人”应作为广义理解，将提

成律师也归入其中。这是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提成律师也

是以律师事务所名义承接业务的，当发生执业过错时，受害

人主张权利的对象是律师事务所。作为事务所承担责任的准

备金，为提成律师造成的损失予以偿付符合基金设立目的。

其次，基金主要资金来源是律师事务所的收入，有由提成律

师创造的部分，理应享受相应的权利。 四、执业风险基金的

清算 执业风险基金既然是事务所资产的组成部分，那么就应

当允许在事务所解散时进行清算。清算方式可以参考公司的

清算制度。各合伙人应当在清算所得范围内对解散前债务承

担责任，但有执业过失行为的合伙人应当继续承担无限责任

。 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LLP制度将为我国律师业走向规

模化、专业化提供难得的契机，但同时也要注意债权人保护

问题。执业风险基金属于保护债权人的制度安排，其理应得

到立法部门的重视，尽早出台相应法规予以完善，这对于事

务所建设和债权人保护都是必要的。 《中国律师》2008年第

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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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