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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我国律师、公证事业迅速发展，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律师公证工作的法律法规不
断完善；律师公证员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全国已有执业律师13万人；律师业务领域不断拓展，为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与此同时，中外律师界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发展。
已有来自19个国家的156家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了代表机构。
中国律师也逐步走向国际舞台参与国际法律服务。
中外律师界的交流与合作在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中已经并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我国律师业、公证业在近几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试点，社区法律服务工作
的推进，律师服务的拓展和规范，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规范等举措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其间《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事务所收费程序规则》、《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等相继出台，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律师法》进行了修订，公证法及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也予以了颁布
。
在此期间我们的教育部课题《律师流动问题研究》和司法部课题《律师收费问题研究》都在进行之中
，同时我们的研究内容还涉及律师事务所管理规则、律师信托账户管理、律师权利保护、律师事务所
组织形式、公职律师的理论与实践等，都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律师公证制度教学也在不断地梳理和完善相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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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律师公证制度与实务》在最新国内外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对律师、公证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
述，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性和实践指导意义兼备。
主要内容包括：律师职业属性；律师执业基本要求；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与代理；公证的基本原则
；公证程序；公证的效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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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为律师法修改专家起草小组成员，是教育部部级课题《律师流动问题研究》、司法部部级课题《律
师收费制度研究》、横向课题《律师事务所管理评估体系》第二主持人。
主编《律师职业行为规则概论》、《律师执业行为规则论》等多部教材和论著。
在《法制日报》、《现代法学》、《中国律师》、《中国司法》、《行政法学研究》、《政法论坛》
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王进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证据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2002～2003年富布莱特项目研修学者，司法部律师法修改专家咨询
委员会专家、教育部部级课题《律师流动问题研究》、司法部部级课题《律师收费制度研究》、横向
课题《律师事务所管理评估体系》第一主持人。
代表作：《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理论与实践》、《刑事证人证言论》、《律师职业行为规则概论》
、《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2004）》、《律师的流动：合伙人退伙和律师事务所解散的法
律和道德问题》（译著）等，在《政法论坛》、《诉讼法学研究》、《中国司法》等刊物发表论文近
百篇。
徐新跃，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具有20多年律师执业经历，主要从事公证律师制度、刑
法学的教学研究，曾多次主编或参编《公证与律师制度》、《律师制度与实务》、《刑法学》等教材
，发表过若干专业论文。
司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律师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河南省律师学研究会副会长，兼职律师，并
任全国律师协会教育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律师协会行
政法律事务委员会会员，郑州市政府法律顾问专家组成员。
著有《律师职业属性论》，主编或参编《法律职业道德》、《法律论辩》等7部教材，主持过河南省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法律职业伦理内化实施机制研究》等3项省级项目和7项厅级项目，在《法律
适用》、《法制日报》等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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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律师职业的独立性法律制度形式上的公平，要求帮助社会主体实现权利的律师职业应该在制度上
与国家权力和拥有权力的人员分离，与其他社会组织和人员分离，保证律师的职业判断和执业行为仅
仅来自律师个人。
这种律师个人的判断和行为仅仅来自法律规定和职业经验、技能，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预或影响
。
为保障律师职业的独立性，使得律师职业整体能够在社会主体整体的稳固的信任中运行和发展，为此
，律师职业自身往往制定了大量的行为规范来规制律师个体的执业行为的独立性。
（一）律师职业独立性的完整内涵律师职业独立性的完整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律师职业
的行业自治和律师自律。
律师职业的社会性决定了律师的执业活动涉及面非常广泛，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同时，律师职业
的独立性又使得律师职业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自决空间，在时间和空间领域，律师的活动几乎很难为他
人控制，这就要求律师职业必须具有高度的自律性方可生存。
律师职业的社会性要求最大限度的减少行政权力对律师业务活动的直接干预，由此又产生了律师职业
的自治要求。
律师职业的自治性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律师组织形式上的自治、律师个人工作条件的自治和较大范围
的政治经济上的自治。
律师业的自治必须以自律为条件，律师自治是律师职业独立性的突出表现。
2．律师职业的执业独立。
律师执业独立要求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独立地进行辩护或代理以及独立地提出意见或建议，不受非律
师左右，包括不受委托人、自己的执业机构、自己行业的管理部门和管理组织以及承办此案的法官和
其他人员的影响。
同时，律师执业独立，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律师执业取得的收入应该是独立地来自于执业本身，
而不是依赖政府或社会团体的拨款，不是依赖于律师的其他经营性活动收入或依赖于律师执业影响的
活动的收入。
同时，也不得为了获得业务与非律师人员分享律师执业收入。
3．律师职业独立于当事人。
律师职业独立于当事人，就是要求律师要始终与当事人保持职业距离。
律师必须谨小慎微地处理与当事人的关系。
最低限度是不能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来为自己的当事人谋利益。
4．律师职业独立于法官（仲裁官）、检察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律师公证制度与实务>>

编辑推荐

《律师公证制度与实务》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律师公证制度与实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