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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律师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目前，上海律师队伍已突破万人，国内外经济社会的舞台上有着他们活跃的身影。
随着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推进以及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上海律师业面临着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
　　伴随着律师业的不断发展，律师业务更趋多元化和专业化。
鼓励律师学术上百家争鸣，引导律师著书立说是上海律协一贯推崇的优良传统。
上海律师中也确实有大批的律师在执业实践中坚持研究、总结，醉心于成文、著作。
2006年年初，上海律协启动了“上海市律师协会文库”的出版工作，给了上海律师一个展示行业精神
财富的平台。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4年后的今天，在上海律协文库编委会的支持下，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帮助下，又一展示律师
智慧的窗口——“上海律师文丛”也与大家见面了。
如果说，“文库”更多侧重行业层面的探讨研究，那么新生的“文丛”则是上海律师个人、团队或律
师事务所的智慧结晶。
这两部文集都见证着上海律师在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始终立于时代脉络的前沿。
　　搭建律师思想碰撞之平台、畅通律师信息传播之渠道、建设律师学问总结之道路、营造律师形象
展示之舞台、创建律师文化交流之大厦，始终是上海律协推动律师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广大
上海律师共同憧憬的理想之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律师维权研究>>

内容概要

　　律师执业权利是律师基本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律师执行律师职责的根本保障，是律师维护法
律尊严及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既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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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律师维权专题研究报告报告一 新《律师法》实施后保障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执业权益面临的新情
况与新问题一、前言（一）调研的背景与意义（二）调研的方法二、新《律师法》修订的背景、意义
及其内容全面覆盖原则（一）新《律师法》修订的背景及意义（二）新《律师法》修订的具体内容三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执业权利的现状与评析（一）常态性问题（二）新类型问题
四、司法机关贯彻与保障新《律师法》实施的现状及问题（一）公安机关贯彻与保障新《律师法》实
施的现状及问题（二）检察机关贯彻与保障新《律师法》实施的现状及问题（三）审判机关贯彻与保
障新《律师法》实施的现状及问题五、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建议与对策（一）进一步加强新《律
师法》宣传，积极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二）制定或修改相应规范，细化具体操作规则六、结语附件
一：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对照表附件二：新、旧《律师法》对照表附件三：上海市司法局
、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律师在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若干问题的通知（沪司发[2002]6号）附件
四：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建议稿）附件五：“新《律师法》实施
后维护上海律师执业权利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调研问卷附件六：访谈提纲报告二 完善调查令制度
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一、建立调查令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当事人诉讼
权利的衍生（二）调查令制度契合了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障（三）调查令制度同法院的中立地位是
相辅相成的（四）调查令制度有利于证明责任的落实和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实现（五）调查令制度
符合诉讼对案件实体公正的追求（六）调查令体现了法院对律师具体调查取证活动的认可和支持（七
）调查令制度也可以促进证人作证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八）调查令制度是对律师调查取证活动实施监
督的方法之二、调查令与境外相关制度的比较研究（一）英美法系（二）大陆法系（三）我国台湾地
区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四）域外经验与我国调查令制度相比较的启迪三、上海法院调查令制度实施
的基本情况（一）实行调查令的基本状况（二）调查令实行中遇到的困难已非调查令能够解决（三）
律师对调查令的基本评价（四）我国民事证据调查令之反思四、我国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与问题（
一）历史原因（二）社会原因（三）立法原因五、以调查令制度为突破口强化律师调查取证权（一）
调查令制度的完善（二）在完善的基础上继续试行调查令制度（三）继续改善律师执业的宏观环境附
件：关于律师调查取证、会见情况的调查问卷一、关于调查令二、关于刑事诉讼三、关于民事诉讼报
告三 上海律师业执业环境及其维权状况的调研——增加律师在人大政协中的比重一、研究背景（一）
律师职业的特点（二）律师制度与法治建设（三）中外律师制度比较二、上海律师行业的基本情况三
、上海律师业的社会地位（一）律师的经济收入（二）律师的社会权力（三）律师的社会声望四、上
海律师执业维权现状（一）会见被告难（二）取证难（三）执业冲突引发报复与刁难五、原因分析六
、发展上海律师业的主要意义和对策下编 律师协会维权工作报告报告一 第七届理事会维权委员会工
作报告——律师执业维权的难点和对策一、本届维权委为维护律师依法执业开展的主要工作（一）从
立法源头和制度层面上维权（二）大力推动社会维权（三）坚持开展个案维权二、本届维权委员会工
作的主要不足（一）工作前瞻性不足（二）工作的主动性尚有欠缺（三）发现和总结创新经验的能力
不强三、本届维权委执业维权的体会与收获（一）律师执业的市场性与律师素质的参差性（二）律师
自我保护意识的薄弱性与行业竞争的无序性（三）诉讼矛盾的对抗性与律师受聘于一方当事人的特殊
性（四）律师受到法律保护的粗疏性与侵害律师权益的复杂性（五）律师执业的分散性与律协维权行
动的掣肘性四、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维权工作的思考与建议（一）争取在立法层面为律师执业提供严
密细致的保障（二）进一步强化律师依法执业的自我保护意识（三）建立法律服务质量的综合评价体
系（四）及时沟通提高维权委员会的工作效率（五）借鉴相关行业的经验充实律师执业维权体系报告
二 第八届理事会维权委员会2008年度工作报告一、本年度开展的维权工作（一）理顺工作机制（二）
着重维护律师的人格尊严（三）解决新《律师法》生效实施后的律师会见问题（四）完成维权顾问的
聘请（五）与有关部门面对面的交流二、明年的工作计划（一）推进新《律师法》生效实施后的有关
律师执业权益的落实（二）与法学院校、研究机构就律师维权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三）继续做
好个案维权工作（四）探索区县律师工作委员会的维权职能⋯⋯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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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有的检察机关从硬件变化人手，如新增“阅卷室”等配套设施，方便律师阅卷，是否有其积极
意义？
各检察机关是否有其他措施方便律师阅卷？
4.对律师阅卷权的完善还有什么建议？
三、关于调查取证权1.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自行调查取证是否还要经过检察机
关的许可？
律师调查取证不再需要经过检察机关的许可，是否会对检察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2.新《律师法》实施后，是否有律师申请检察机关收集、调取证据？
检察机关是否按申请完成收集、调取证据工作？
　　3.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依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对辩方有利的证据，与检察机关追诉打击犯
罪的“天职”不符，因此，检察机关实际上不可能认真对待律师的申请，这种观点是否合理？
4.检察机关是否会对辩方证人施加压力？
如何看待实践中存在的检察机关以《刑法》第306条为由，打击报复辩方律师的行为？
5.对调查取证权的完善有什么具体的意见或者建议？
四、法庭言论豁免权1.在新《律师法》实施前后，检察机关是否审查起诉过因辩护意见而受追诉的案
件？
如果有，是以什么罪名起诉，最终处理结果如何？
　　2.有观点认为，新《律师法》增加了律师法庭言论豁免权，使得律师辩护余地得以扩大，辩护技
巧更加丰富，对公诉工作是一种新的挑战。
检察机关要如何面对这种挑战？
　　五、免证权　　1.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存在其他犯罪行为尚未被检察机关掌握，律师是否会主动
将此“秘密”向检察机关检举揭发？
　　2.检察机关有没有主动向律师调查询问过犯罪嫌疑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罪行？
律师在调查询问后是否会向检察机关透露？
　　3.律师免证权会给检察机关的工作造成什么影响？
　　六、其他相关问题　　访谈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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