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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共同体的形成是塑造律师职业道德的重要条件 

  

(朱卫国) 

 

      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以法律为职业者所构成的法律人共同

体以及法律人对这样一个共同体的认同，是形成律师职业道德的重要条

件。在法律 

      人不能形成这样一个法律共同体的社会，不同法律职业者之间存在

的隔阂、猜疑、不信任甚至对抗，会有损律师职业道德的基础。法律人

共同体的形成需要不同法律职业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信任、支持，需要

他们之间的相互需要，能够相互荣辱与共，并形成不同法律职业间有机

的连通和流动机制。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个这样被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

共同认可的法律人共同体。国家有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律

师法，与律师比较，法律对法官、检察官和人民警察职责权限的确立和

保障更加系统规范，社会地位更有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有《法官行

为规范(试行)》，对于法官的职业行为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例如，要

求法官在庭审中不随意打断代理人、辩护人的陈述，对代理人、辩护人

的代理、辩护意见是否采纳都要阐述理由。尽管这些职业操守可以限制

法官随意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法官职业道德行为的字里行间，

还是让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法官面对当事人和律师的“居高临下”。此

外，尽管检察机关有《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规

定》，公安部也正在起草《公安机关保障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及律师会

见犯罪嫌疑人规定》，但这些律师权利“保障”规范，均注重单向的内

部纪律规范，并不能形成律师和法官、检察官、警察之间的制衡措施和



【返回】  

救济手段。因此，不好评说这些“兄弟单位”的规范，是否有利于促进

法律人共同体的形成，是否有利于律师职业道德的塑造。 

      如果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执法力量以及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

师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理念和价值观的法律共同体，如果律师得不到

法官的尊重，而法官同样得不到律师的尊重，如果法官可以随意阻止律

师陈述和答辩，甚至通过律师向当事人索贿，如果律师向法官行贿被作

为社会的一种“潜规则”，那么律师的职业道德塑造，还是难以做到不

“露水汤汤”。 

      事实上，在一个法律人共同体没有很好发育的社会，作为自由职业

者的律师群体也不容易形成发育良好的共同体。律师之间的冲突大于合

作，猜忌大于信任，相轻大于相重。在这样的结构中，共同体很难采取

一致的行动去规范个体行为，而个体的不“守规矩”很可能带来额外的

利益，并造成不好的骨牌效应。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一场精采的

足球开始之后，有几个人站了起来，其他人为了不被阻挡视线，也不得

不站起来，结果是大家都必须站着看足球。如果想舒舒服服地坐下看

球，就需要大家都坐下，但是没有人愿意先坐下，因为最先坐下的人将

会什么也看不见。在这样的情势中，集体的一致行动就非常重要。 

      尽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法律

人文化的不断培植等会为促进中国的法律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越来越好

的制度基础，但是，就像对法治的信仰一样，法律人共同体的形成需要

整个社会生态机制的完整提升，不是几部法律的修改完善可以促成的。 

(来源：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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