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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纪转换的历史时刻，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实行法治对国家发展和强盛的重要意义；
在千年更替的重要关头。
中国人民也更加坚定地确立了法治的目标。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基本方略载入了宪法，勾画出了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
　　法治目标的实现，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的不懈追求。
法律高等院校一方面承担着培养法律专业工作后备力量的重任，同时也是法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华东政法学院是司法部属普通高等院校之一，拥有一支法律教学和研究的师资队伍，长期以来，许多
教师在从事法律教学工作的同时，辛勘地耕耘在法学研究的园地，并取得了一批成果，不仅为立法和
司法实践提供了不少卓有价值的建议，也在法学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
这些研究反过来又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它证明了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
　　法学理论研究应当为法制建设服务，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我国的法制建设在最近20多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进步和飞速发展，丰富多彩的法律实践和法治
活动为法学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宽阔舞台和任意驰骋的广袤天地，也向法学研究人员提出了
大量亟待解决的课题，这些都是法学研究走向繁荣的不可缺少的原动力和必要条件。
　　法学理论研究应当为法制建设提供指导，这是法学理论工作者必须承担的职责。
我国的法治实践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进行的。
一方面我们拥有上千年陈陈相因、绵延不绝的中华法系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代以来却遇到了西方法
律制度巨大冲击与严峻挑战而几近中断；另一方面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构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又需要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法律体系，而这一法律体系又必须能积极应对当今世
界的共同法律规则。
这些都要求我国的法学研究具有更高的立意、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新颖的理念。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手推出了这套《东方法学丛书》．以
期尽自己绵薄之力，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开展。
丛书取“东方”之名，是因为中国处于世界之东方，而上海又位居中国之东方，华东政法学院地处上
海，原司法部部长、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同志曾称誉华东政法学院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以“东方”二字来命名，固可区别于其他各种法学丛书，更期望能借得风气之先的这块宝地之地
利，为我们这套丛书更多地汲取来自于生活这棵常青之树的养分。
　　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均为华东政法学院教师的学术专著，这些著作中的观点不一定成熟，但却凝
聚了作者对有关法律问题的思考。
而且我们也想借丛书出版的机会，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使作者们在此基础上，能进一步深入研
究，为我们奉献出更多更优秀的学术成果。
　　东方法学丛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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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诊所法律教育这一形式的形成、发展及诊所教育的基本理论。
全书共有四编14章组成，内容包括：诊所法律教育的理论，诊所法律教育的性质、特征和原理，诊所
法律教育关系和专业诊所法律教育及法律诊所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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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第十章 诊所法律教育客体之一    第一节 诊所法律教育教学体系的设置    第二节 诊所法律教育教学
方法的把握    第三节 诊所法律教育教学质量的控制    第四节 对学生的指导监督  第十一章 诊所法律教
育客体之二    第一节 学生在诊所课程中的活动    第二节 诊所学生在民事诉讼中的活动    第三节 诊所学
生在刑事诉讼中的活动    第四节 诊所学生在其他法律服务中的活动  第十二章 诊所法律教育客体之三   
第一节 与当事人交流    第二节 发现问题的方法    第三节 案件分析及计划    第四节 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
五节 出庭代理和辩护    第六节 法律文书第四编 专业诊所法律教育及法律诊所结构  第十三章 诊所法律
教育的专业化    第一节 刑事法律教育诊所    第二节 民事法律教育诊所    第三节 行政法律教育诊所    第
四节 妇女儿童权利保护诊所    第五节 残疾人权利保护诊所    第六节 老年人权利保护诊所    第七节 立法
及社区法律诊所  第十四章 法律诊所及其结构    第一节 法律诊所的基本结构    第二节 法律诊所的管理   
第三节 诊所课堂和案件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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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4)人们也日益认识到法律教育应在一个集职业道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为一体的大
框架内学习。
    (5)少数真实当事人诊所的经验，也成为诊所教育发展的“催化剂”，纽约塞尔的诺森伯兰大学诊所
教育的成功经验，成为谢菲尔德汉莱姆大学律师诊所成立的直接原因。
       现在，诊所法律教育的地位与以往相比已有所不同。
根据英国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诊所活动在英国绝大多数新老大学的本科课程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其
中l／4的课程具有“真实当事人诊所”的特征。
此外，模拟诊所也越来越多。
：1994年成立了T．个专门统一机构，即诊所法律教育组织(The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c)rganization)，
自成立以来已有3年的历程。
该组织是基于学生的要求而成立的，机构虽小，却在不断发展，它将垒英国有志于诊所法律教育的法
学院教师们组织在一起，致力于诊所教育发展的研究和推广。
该组织是一个代表机构，是支持那些从事发展经验式学习的组织。
它与美国的伙伴——诊所法律教育协会fthe(；linicaL Legal Educatiort Association')有密切的联系。
    诊所法律教育可以简单地描述为通过运用、实践和反馈来学习法律的方法，但将诊所法律教育这一
概念转化为教育经验的方法却各不相同。
诊所式教育方法与传统法律教育方法不同，传统法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通过实践学习”的
模式，却很难促使学生真正参与到实践中去，’从实践中学习，从实践中反思。
    ．    英国现行的诊所有三类：．一是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in—house·reall[ient c Linics)；=是校外真
实当事人诊所(out—house real—clienlclinics)；三是模拟诊所(slmulatlon clinics)。
这三种类型的诊所的目标与目的原则上是相同的，即通过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法律，分析法律·解决
问题，但方法上却不尽相同，让学生从实践中反思，是所有诊所的中一厶内容。
    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是以法学院为基础而建立的(因此称之为校内诊所)，其管理、指导也在校内
完成。
诊所内的当事人都是真实的当事人，因此要求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表序为真实当事人诊所)。
诊所从实践中挑选当事人，诊所的学生和老师也同其他机构如同法律中心、公民咨询局(cltlzens
’Advice Bureaux)或当地律师事务所共同协作。
    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咨询意见和帮助，学生会见当事人，并给予口头或书面咨询
意见，帮助当事人准备案件，案件不仅仅是诉讼案件，也可能是起草遗嘱，或讨论新的合伙协议，这
种工作也可以是帮助当事人联络律师，保险公司和法院。
诊所既可以提供一方面专业知识，也可以提供综合专业知识。
在英国，对出庭律师的权利有限制性规定，严禁学生出庭辩护，但仲裁诉讼所可以为学生提供出庭辩
护的机会。
        英国诊所法律教育组织(CLEO)于1995年对真实当事人诊所采用了一系列标准模式，这些模式是专
门针对真实当事人诊所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的。
    校外真实当事人诊所，这类诊所是校内诊所的一个补充，专指学生在校园以外从事法律工作的诊所
，主要工作为从事私人法律事务，在当地政府和英国政府工作，在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和其他领域工
作，形式也多种多样。
所谓“真实当事人”诊所的含义，是指诊所工作涉及真实的当事人及其法律问题。
比如，当事人可能是当地cAB办公室或社区法律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可能是国家。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在某一机构工作，如在贸易联盟委员会或其他非管理机构工作。
诊所也可以采用律师事务所的形式。
“诊所”一词的含义是广义的，其前提是使校外活动成为学生从实际经验中学习的一部分。
        这类诊所主要困难在于对诊所的监督和管理。
对诊所工作的全盘监督是十分耗费时间的，而且极具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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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诊所与校内诊所的日常活动不同．所以很难对学生从经验中学习的活动进行监督和调控。
    模拟诊所，正如其字面所蕴含的意思，这类诊所是根据真实诊所的问题、实践和程序，从中挑选出
问题，并进行重新组织的活动。
这种重新组织的方法很多，既可以将案件全部保留，也可以挑选其中的某一部分，如仅仅选择某谈判
协议的某一部分，或法庭开庭审理的某一环节，诊所指导教师可以任选其一加以分析，以启发学生思
考。
比如，可以就刑事诉讼中申请保释的问题进行详细介绍，或对民事诉讼中起草诉状指导学生学习。
在模拟训练中可以围绕某些技能(如分析法律问题，接待当事人，辩护)，让学生、老师或其他诊所成
员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练习。
    这类诊所有许多优点。
首先，可以免去真实诊所中的风险和不可预见的问题出现。
整个过程也可以针对不同的目的加以调整，同样的材料可以反复使用。
而且，开办模拟诊所的费用比真实诊所的费用要低得多，尤其在监督的难度、记录方面。
就开办诊所的前提和设备来说，两者的要求也不一样。
教师和学生的职业责任感的程度可以不同，可以容许学生犯错误。
模拟诊所通过与真实诊所的联系，从中获取真实的案件材料加以组织，对模拟诊所的发展有很大的促
进作用。
    唯一的问题在于，学生普遍感到模拟诊所缺少在真实诊所中工作的那种紧张和危机感。
比如，模拟诊所很难涉及寻找证人或专家意见这类训练。
但是，尽管如此，模拟训练无论是在英国或其他国家，仍然是诊所活动的一个主要方式。
    三、诊所法律教育在澳大利亚的发展①    澳大利亚法学院诊所法律教育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以美
国的诊所教育经验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自诊所教育开始以来，一直围绕一个争论而展开，即诊所法律教育是否只是包括提供法律服务，反馈
是教育以及律师职业技能培训。
美国诊所教育倾向于对法学院学生进行律师执业技能培训，而成立于1975年的蒙那西以及成立于1980
年的新南威尔士诊所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以追求社会正义为理念，并以此为动力，而这一理念曾经也
是美国诊所法律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在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法律学术论文和毕业后技能培训的文章问世，当时澳洲教育一度也以技能培
训为主。
诊所法律教育也培养学生在社会中学习法律，了解律师的这一角色中有关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并提供
社区法律服务。
①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990年6月，新南威尔士法律基金会在
悉尼的莫纳威尔召开了一次法学教育会议，这次会议召集了新南威尔士所有对法学教育有兴趣的代表
与会，其中包括法学院，法律研究员，法律从业人员及其从事法律职业的协会。
会议明确了在法学院对在校学生进行职业培训以及在学生毕业后职业前，由法律研究院进行培训的必
要性。
与会代表对于法律研究院对学生在其获准执业前进行培训的能力有所保留，而一致认为法学院向学生
灌输职业道德和基本律师技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这次会议提出了众多的议案，其中之一即从事诊所法律教育这一计划。
这反映了与会代表们希望对法学教育进行改革的愿望，尤其是在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教育的建议。
诊所法律教育计划是由悉尼大学法学院与法律基金会密切协商的基础上提出的，并得到了新南威尔士
其他法学院院长们的支持。
该计划还得到了就业教育与培训部的国家优先(储备)基金的资助。
    这个计划旨在自主那些缺乏诊所法律教育设施的澳大利亚法学院以及那些拟建中的缺乏师资的新法
学院，并确立了以下的目标：一是以澳大利亚、北美和英国的诊所教育的模式，计划与技能为基础；
二是选择适应不同教育目的的诊所教育方法；三是确定适应不同程度的法学院学生的诊所教育方法；
四是考虑将暑期实习计划作为诊所经验或潜在的经验；五是选择与澳大利亚国情相适应的诊所教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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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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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在世纪转换的历史时刻，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实行法治对国家发展和强盛的重要意义；在
千年更替的重要关头。
中国人民也更加坚定地确立了法治的目标。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基本方略载入了宪法，勾画出了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
    法治目标的实现，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的不懈追求。
法律高等院校一方面承担着培养法律专业工作后备力量的重任，同时也是法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华东政法学院是司法部属普通高等院校之一，拥有一支法律教学和研究的师资队伍，长期以来，许多
教师在从事法律教学工作的同时，辛勘地耕耘在法学研究的园地，并取得了一批成果，不仅为立法和
司法实践提供了不少卓有价值的建议，也在法学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
这些研究反过来又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它证明了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
    法学理论研究应当为法制建设服务，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我国的法制建设在最近20多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进步和飞速发展，丰富多彩的法律实践和法治
活动为法学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宽阔舞台和任意驰骋的广袤天地，也向法学研究人员提出了
大量亟待解决的课题，这些都是法学研究走向繁荣的不可缺少的原动力和必要条件。
    法学理论研究应当为法制建设提供指导，这是法学理论工作者必须承担的职责。
我国的法治实践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进行的。
一方面我们拥有上千年陈陈相因、绵延不绝的中华法系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代以来却遇到了西方法
律制度巨大冲击与严峻挑战而几近中断；另一方面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构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又需要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法律体系，而这一法律体系又必须能积极应对当今世
界的共同法律规则。
这些都要求我国的法学研究具有更高的立意、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新颖的理念。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手推出了这套《东方法学丛书》．以期
尽自己绵薄之力，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开展。
丛书取“东方”之名，是因为中国处于世界之东方，而上海又位居中国之东方，华东政法学院地处上
海，原司法部部长、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同志曾称誉华东政法学院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以“东方”二字来命名，固可区别于其他各种法学丛书，更期望能借得风气之先的这块宝地之地
利，为我们这套丛书更多地汲取来自于生活这棵常青之树的养分。
    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均为华东政法学院教师的学术专著，这些著作中的观点不一定成熟，但却凝聚
了作者对有关法律问题的思考。
而且我们也想借丛书出版的机会，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使作者们在此基础上，能进一步深入研
究，为我们奉献出更多更优秀的学术成果。
                                        东方法学丛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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