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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首度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正式纳入到考试的科目中，这为在法学教育与研究
领域长期得不到重视的法律职业伦理学的研究、教育与课程建设提供了契机。
2003年秋季学期，中国政法大学正式将法律职业伦理这门课程作为法学本科生的通选课，纳入到法学
学科教育体系中。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我们编写了这本教材。
该教材既考虑到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参照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法律职业道德部分的
大纲内容，同时也考虑到法学院教学课程设计上的一些特点，根据该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要求作了充
实和调整，力求有所创新和突破。
本书既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司法实践部门的职业道
德教育的参考书。
　　参加编写这本教材的王少峰、张晓维、蒋惠岭、李本森、陈宜等同志都直接参加了近年来的国家
司法考试法律职业道德部分大纲和指定教材的编写工作，为本教材的编写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在本教材写作过程中，要特别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王卫权同志的大力支持。
本书由李本森制定总体框架和结构，并且统稿。
具体写作分工如下：李本森：第一章、第二章第3节、第三章第3节、第四章第1、2、5节、第七章第1
、3节，第十章第1、4节、第十一章第3节；王少峰：第九章；蒋惠岭：第八章；张晓维：第十章第3节
；陈宜：第六章、第十一章第1、2、4节；王进喜：第十章第2节；司莉：第五章；陈飞：第二章第1
、2节、第三章第1、2节；程雷：第四章第3、4、6、7、8、9节、第七章第2节。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法律职业伦理学学科发展刚起步，相关的科研资料较少，尽管我们力
求将这本教材编写得更好些，但是不足之处还有很多，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将来及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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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适应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和在法学院普遍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要求，对法律职业道德进行全
面、系统阐述的一本教材，同时也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主干课程教材。
编写本教材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本教材的学习，提高法律专业学生和其他读者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
培养和提高他们对法律职业道德的思辨能力，使他们在法律职业生涯中能树立崇高的法治理想，具备
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素质。
    全书共十一章，前七章主要阐述法律职业道德的一般理论，包括法律职业道德的学科基本范畴、学
科体系、基本原则、基本规则、内化和养成、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法律职业责任等，后四章结合我国
法律职业道德建设的实际，分别阐述了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的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机
制。
该教材既考虑到全国统一司法考试中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参照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法律职业道德部分
的大纲内容，同时也考虑到法学院教学课程设计上的一些特点，根据该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要求作了
充实和调整，力求有所创新和突破。
本书既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司法实践部门职业道德
教育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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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法律职业责任概述　第二节  法律职业责任的构成　第三节  法律职业责任的追究机制8 法官职业道
德　第一节  法官职业道德概述　第二节  法官职业道德的内容　第三节  法官职业责任　第四节　法官
职业道德实施机制9　检察官职业道德10　律师职业道德11　公证员职业道德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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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调节功能法律职业道德作为一种道德范畴，是整个社会调节系统中的一部分，因此，调节功能是
法律职业道德的最主要功能。
法律职业道德的调节功能是指道德具有通过评价等方式来指导和纠正法律职业人员的行为和实际活动
，以协调法律职业人员之间、法律职业人员与法律职业对象之间关系的能力。
法律职业道德调节以使法律职业人员的行为实现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目标。
法律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它表现为内心的命令、舆论的压力和传统习俗的束缚，因此具有
内在性的特点，即它是以法律职业人员在长期的法律职业实践中所形成的法律职业道德观念、道德感
情、道德信念为基础的。
法律职业道德首先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的力量起作用。
法律职业道德情感调节法律职业活动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不仅表现为舆论、良心强制的形式，而且
也表现为通过社会舆论说服、赞同的形式，表现为自我评价的形式——问心无愧或者受到良心的谴责
。
总之，法律职业道德进行调节的特点在于，通过社会舆论、良心、风俗和习惯、榜样感化和思想教育
等手段，使法律职业人员形成内心的善恶观念和情感、信念，自觉地尽到对他人和社会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以达到协调各种相关的社会关系。
可以说，法律职业道德评价是法律职业道德调节的主要形式。
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是法律职业道德所赖以发挥作用的力量。
调节的尺度是“应当怎样”，而不是“是怎样”。
法律职业道德是以“应该不应该”来调节法律职业人员的行为，由此使它表现出规劝和引导的特点。
法律职业道德调节正是以上述特征而广泛深入到法律职业人员生活的各个角落，触及其他调节手段所
触及不到的地方，以此补充其他社会调节手段。
当然，法律职业道德的调节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它和其他的社会调节处于紧密相连的相互影响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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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首度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正式纳入到考试的科目中，这为在法学教育与研究领域
长期得不到重视的法律职业伦理学的研究、教育与课程建设提供了契机。
2003年秋季学期，中国政法大学正式将法律职业伦理这门课程作为法学本科生的通选课，纳入到法学
学科教育体系中。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我们编写了这本教材。
该教材既考虑到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参照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法律职业道德部分的
大纲内容，同时也考虑到法学院教学课程设计上的一些特点，根据该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要求作了充
实和调整，力求有所创新和突破。
本书既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司法实践部门的职业道
德教育的参考书。
参加编写这本教材的王少峰、张晓维、蒋惠岭、李本森、陈宜等同志都直接参加了近年来的国家司法
考试法律职业道德部分大纲和指定教材的编写工作，为本教材的编写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在本教材写作过程中，要特别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王卫权同志的大力支持。
本书由李本森制定总体框架和结构，并且统稿。
具体写作分工如下：李本森：第一章、第二章第3节、第三章第3节、第四章第1、2、5节、第七章第1
、3节，第十章第1、4节、第十一章第3节；王少峰：第九章；蒋惠岭：第八章；张晓维：第十章第3节
；陈宜：第六章、第十一章第1、2、4节；王进喜：第十章第2节；司莉：第五章；陈飞：第二章第1
、2节、第三章第1、2节；程雷：第四章第3、4、6、7、8、9节、第七章第2节。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法律职业伦理学学科发展刚起步，相关的科研资料较少，尽管我们力求将
这本教材编写得更好些，但是不足之处还有很多，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将来及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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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职业道德概论》是李本林编写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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