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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状况研究论文索引(1994～2005) 

阅读次数： 1837  2007-4-6 9:05:00 

      1．朱凡：《律师行业发展之制度瓶颈——论我国律师事务所的组

织形式》，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02期      

    2．张彩云：《试论律师专家责任风险及其防范》，载《特区经济》

2005年02期     

    3．曹伊清：《浅议现行登记制度下的房地产律师代理》，《中国房

地产》 2005年03期      

    4．陶维东：《控辩失衡与制度缺陷——兼评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辩

护律师作用发挥的障碍》，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02期     

    5．梁庆寅、张南宁：《论刑事辩护中的法律论证》，载《学术研

究》2005年02期   

    6．谢小剑、易千：《刑事被告人开庭陈述权探析》，载《人民检

察》2005年01期   

    7．王仲云：《律师执业活动的法社会学分析》，载《齐鲁学刊》20

05年01期     

    8．杨宇冠、宁黎黎：《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从正当程序的

角度研究》，载《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01期     

    9．舒圣祥：《政府施惠凭啥要由律师埋单》，载《新西部》2005

年01期     

    10．侯欣一：《民国晚期西安地区律师制度研究》，载《中外法

学》2004年04期    

    11．吴永明：《民国前期律师制度建构述论》，载《江西社会科

学》2004年12期    

    12．张彩云：《试析律师责任险的保险标的》，载《商场现代化》2

004年15期     

    13．王春波：《律师职业风险现状的分析》，载《求实》2004年S

4期     

    14．杨和文、 刘胜题：《试析目前我国商品房预售中的若干法律问

题》，载《金融与经济》2004年11期     



    15．彭冰：《证券律师行政责任的实证研究》，载《法商研究》20

04年06期     

    16．江舸、 张亚：《论律师职业责任保险》，载《特区经济》200

4年10期     

    17．熊伟、王华：《我国定期定额征税制度检讨——以陈德惠律师

涉嫌偷税案为例》，载《涉外税务》2004年09期     

    18．李军：《论我国律师辩护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原则》，

载《理论与改革》2004年05期     

    19．李淑敏、吴雁平：《开封市律师事务所档案形成及管理情况调

查》，载《档案管理》2004年05期      

    20．赵朝琴：《从司法考试制度看律师教育改革》，载《郑州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5期     

    21．王申：《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司法改革——访美国联邦上诉法

院高级公职律师》，载《法学》2004年10期     

    22．何萍：《论律师的反洗钱义务》，载《法学》2004年09期     

    23．熊秋红：《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

法学院学报》2004年05期     

    24．王卓君、 吴玉岭：《是图谋垄断,还是行使宪法权利——从律

师联盟案看美国宪法权利的冲突与协调》，载《政法论坛》2004年04

期     

    25．李宝岳、 张红梅：《律师刑事豁免权研究》，载《政法论坛》

2004年04期     

    26．江涛：《对法官尊重律师依法执业的思考》，载《人民司法》2

004年08期     

    27．杜江：《美国审判制度》，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2004年04期     

    28．彭新华、 彭春文：《侦查阶段律师提供法律咨询若干问题探

讨》，载《人民检察》2004年08期     

    29．倪爱静：《律师执业三难在这里破解——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

民检察院的报道》，载《人民检察》2004年07期     

    30．高庆平、 吉清春：《铁肩担道 为民做主——记陕西文星律师

事务所高级律师王卫东》，载《新西部》2004年07期     

    31．宋华东：《听证制度及其完善》，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04年S1期      

    32．申月红：《和平解决建设工程纠纷的重要途径——律师指导下

的专业索赔》，载《建筑经济》2004年06期     



    33．郝胜利、 董刚：《论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载《商业研究》

2004年11期     

    34．谢进杰、 谢俊平：《律师会见与交往理性》，载《学术研究》

2004年05期     

    35．范明志、 陈宜芳：《我国判前(后)评断与欧洲公设律师制度比

较研究》，载《人民司法》2004年06期     

    36．张定一：《引进律师代理 改革登记体制》，载《中国房地产》

2004年05期     

    37．杨柳：《斩断法官与律师的不正当关系》，载《瞭望》2004年

18期     

    38．邴玉阶：《律师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学术交流》2

004年03期     

    39．符佳：《律师眼中的娱乐圈“潜规则”》，载《民族论坛》20

04年03期     

    40．尹德慈：《广州青年律师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载

《青年研究》2004年02期     

    41．王宏璎：《控、辩平衡对律师辩护制度的要求》，载《兰州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     

    42．巫文勇：《证券发行中律师信息披露不实的民事责任》，载

《经济师》2004年03期     

    43．王申：《论律师法律服务之主体性理念》，载《法学》2004年

03期     

    44．丘斌：《律师更多的是压力》，载《新西部》2004年01期     

    45．陈兴良：《为辩护权辩护——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载

《法学》2004年01期     

    46．张丽艳：《1927-1937年上海律师业发展论析》，载《社会科

学》2003年06期 

    47．穆丽霞、 宋子美：《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权的现状及其完

善》，载《求实》2003年S1期     

    48．张瑞强. 沈刚：《浅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

的现状与完善》，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年S1期     

    49．高太红：《关于我国公职律师制度的经济学思考》，载《中南

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S2期     

    50．刘克安：《论律师事务所的工商登记》，载《中南民族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04期     

    51．方立新、许翰信：《纠葛,讼师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载《浙



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06期     

    52．蒋丽华：《辩护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问题研究》，载《政

治与法律》2003年05期     

    53．马更新：《公司中律师兼任董事的风险》，载《中国法学》20

03年04期     

    54．谢佑平：《社会基础与技术支撑:律师与司法公正》，载《中国

法学》2003年01期     

    55．蒋丽华：《侦查程序中律师帮助权若干问题研究》，载《政法

论坛》2003年05期     

    56．林肃娅、 张明勇：《我国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实践及其立法完

善》，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11期     

    57．汪志国、章礼强：《论孙中山的法治思想》，载《现代法学》2

003年04期     

    58．李新玲：《唐道宣律师有关法门寺著述之研究》，载《文博》2

003年05期     

    59．陈志新：《应尽快建立公职律师制度》，载《特区理论与实

践》2003年05期    

    60．余为青：《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载《社会科学战线》2

003年05期     

    61．侯晓焱、 刘秀仿、 张翼：《在押人员获得律师帮助权利的现

状调查与思考》，载《人民检察》2003年11期     

    62．万里鹏 、 江凤兰：《律师刑事辩护的困惑》，载《瞭望》200

3年41期     

    63．黄瑞、王国良：《入世后中国律师业的应对》，载《江西社会

科学》2003年07期     

    64．如觉：《道宣律师僧制思想初探——兼论其处罚理论》，载

《法音》2003年02期     

    65．李松冰、张秋敏：《不正当竞争与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载

《商业研究》2003年15期     

    66．谢佑平：《差异与成因:中国古代“辩护士”、“讼师”与现代

职业律师》，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02期     

    67．乔金茹：《中国律师业迎接国际化竞争的对策构想》，载《郑

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3期     

    68．方红生：《从博弈的角度看中小股东解决纠纷的过程——从一

个流行模型的残缺谈起》，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02期     

    69．赵萍：《律师:为利益与责任而战》，载《中国社会保障》200



2年04期     

    70．邢克波、 周伟：《律师在侦查阶段的维权作用——人权约法与

我国法律的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04期     

    71．陈宜、崔玉麒. ：《法律服务分流制的构想——兼论法律服务

市场的净化》，载《政法论坛》2002年02期     

    72．高一飞：《不能简化的权利——评刑事简易程序中的国际人权

标准》，载《现代法学》2002年04期     

    73．姚秀兰：《台湾、香港律师惩戒制度比较研究》，载《深圳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02期     

    74．汤火箭：《中国律师的地位:现状、反思与前瞻》，载《社会科

学研究》2002年01期     

    75．夏永平：《亟须加强律师事务所的税收征管》，载《上海财

税》2002年07期    

    76．龙宗智：《律师法庭辩护涉及义务冲突的几个问题》，载《四

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5期     

    77．熊洪文：《刑事诉讼回避制度若干思考》，载《人民检察》20

02年07期     

    78．舒梅：《中国律师业直面入世》，载《瞭望》2002年Z1期     

    79．庄会宁：《重塑中国律师形象》，载《瞭望》2002年02期     

    80．赵际红：《中国加入WTO对律师业素质的要求》，载《理论探

索》2002年02期 

    81．周石：《小骗局掀翻大律师》，载《新西部》2002年11期     

    82．贾士军：《购房置业要不要律师代理制度》，载《中国房地

产》2002年07期    

    83．姚莉、 李力：《辩护律师的程序动议权》，载《法商研究-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2年02期     

    84．彭云业：《中国律师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其实现》，载《法律科

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01期     

    85．陈永胜：《搞好律师制度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S1期     

    86．方红生：《从博弈角度看中小股东解决纠纷的过程——从一个

流行模型的残缺谈起》，载《财经科学》2002年02期     

    87．王俊民：《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问题探究》，载《政治与法

律》2001年02期    

    88．方立新、 王勇：《与WTO相适应的律师事务所基本模式探

讨》，载《中国法学》2001年05期     



    89．陈景良：《讼师与律师:中西司法传统的差异及其意义——立足

中英两国12-13世纪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01年03期     

    90．彭真军：《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之探讨》，载《西南

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2期     

    91．陈惠忠：《律师与程序公正》，载《现代法学》2001年06

期     

    92．朱代恒：《简论律师事务所的公司制改革》，载《探索》2001

年06期     

    93．廖文：《律师在房地产交易中的地位及作用》，载《社会》20

01年02期     

    94．邱爱民：《简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与律师质证》，载《求实》2

001年S1期     

    95．张华：《青年律师与中国法制文明的推进——面对“WTO”,

我国青年律师的素质缺陷与对策》，载《当代青年研究》2001年04

期     

    96．刘海、 廖玉霞、黄明：《对建立我国律师执业责任赔偿制度的

几点思考》，载《理论与改革》2001年04期     

    97．张越：《西部开发与律师队伍产业化发展——兼论西安律师队

伍建设》，载《理论导刊》2001年04期     

    98．克雷格·W.约翰逊、 孟鸣歧：《硅谷创业中的律师角色》，

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03期      

    99．张红：《从房屋买卖的过程看律师的作用——以香港为例》，

载《中国房地产》2001年02期     

    100．洪艳蓉：《司法改革中的律师回避问题》，载《法学》2001

年07期     

    101．舒华：《施洋法律思想初探》，载《法学评论》     

    102．许康定：《我国刑事辩护制度面临的挑战及法律对策》，载

《法商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法学版)》2001年03期     

    103．王丽萍：《美国的律师考试制度及其对我国司法考试的启

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05期 

    104．方红生：《中小股东的福音:张维迎的承诺要胁诉讼模型的再

修正》，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年S1期     

    105．周秋平：《金融律师与金融人》，载《银行家》2001年02

期     

    106．阎海：《论律师质证制度改革与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

000年04期     



    107．裘索：《WTO体制下日本律师业的变化》，载《政治与法

律》2000年03期    

    108．李桂英：《律师执业赔偿制度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

2000年02期     

    109．李桂英：《关于我国律师执业三项重要权利的探讨》，载《政

法论坛》2000年02期     

    110．王圣扬、 孙世岗：《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工作的理性思考》，

载《政法论坛》2000年02期     

    111．张富强：《试论香港律师制度的特色》，载《学术研究》200

0年02期     

    112．邹育理：《从美国的法律教育谈“判例教学法”》，载《现代

法学》2000年02期     

    113．田浩：《律师的尊严与权益》，载《商业时代》2000年06

期     

    114．王宪荣、 余恩杰：《律师事务所偷税成因及对策》，载《涉

外税务》2000年06期     

    115．黄士林：《中国入世后律师管理体制若干问题探讨》，载《探

索》2000年06期      

    116甘颖、 孙明霞．：《完善律师事务所的财会制度和税收征

管》，载《上海财税》2000年11期     

    117．戴霞：《香港律师责任赔偿制度及其启示》，载《上海保险》

2000年04期     

    118．许建国：《天安推出全新的律师职业责任保险》，载《上海保

险》2000年02期 

    119．雷明鑫：《不起诉决定书应向辩护律师送达》，载《人民检

察》2000年04期   

    120．段正：《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中发展律师事业》，载《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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