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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律师流动是人员流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法律服务市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但是，不受规制的律师流动无疑会破坏律师事务所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律师流动法律问题与对策》是律师流动法律问题与对策研讨会的论文集，内容包括现阶段中国律师
流动问题研究，律师流动管理的制度设计与导向，律师流动现象的现状、成因和特点，律师跨地区流
动对法律服务市场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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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里既有管理部门受限于立法滞后的原因而不敢加大管理和控制力度，也有行业协会尚未
建立起信誉评价体制的原因，还有法律服务市场发展不威熟、不健全的原因，以上三方面原因从外部
和内部决定了律师流动的无因性、随意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恶意规避性近年来有上升趋势，这是指有的律师可能因为收费不办事或达不到约
定效果，以转所、不注册来躲避当事人和管理部门，进而逃避责任的做法。
 （4）律师流动中合伙人流动现象增多。
有的律师开设新所成为合伙人，有的合伙人离开原所另行设立新所，有的律师事务所分立或合并等原
因都导致了近年来合伙人流动现象成为律师流动中的一个亮点。
究其原因，这既是法律服务市场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如合伙所的合并壮大和分立缩小；也
有满足律师想成为“老板”的愿望，替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还有成本规律，如合伙人的税要比
普通执业律师低，一些开支费用也可打入所成本，以所名义购车等还可避税。
但是，这些都只是客观上的原因，就律师行业本身特点而言，我们必须从深层次上找原因，即主观上
合伙人流动究竟为什么越来越多。
广东省的律师事务所大部分是合伙所，合伙所是目前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存在形式。
合伙所首要是人合，人合就必须志同道合，当合伙人因为发展方向、管理理念方面产生分歧时（可能
因为合伙人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等外因引起），人合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合伙所的决策机制和分配机制
也注定了合伙人无法内部妥协，而只有通过分家或另立门户的方式解决。
合伙所的人合基础正是导致合伙人流动的深层次原因。
 三、律师流动管理的对策 频繁的律师流动不利于律师的个人发展，会破坏律师事务所的稳定和发展
规划，不利于律师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而适度的律师流动有利于实现律师业内人才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利于推进律师事务所向专业化、规模
化方向发展，提高律师行业的整体社会竞争力。
因此，引导和保障执业律师合理流动和促进律师事务所执业人员的相对稳定，有效规制流动问题才是
正确的方向。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建议采取如下对策： （1）制定和完善有关律师流动方面的法律法规。
应在《律师法》修改中进一步规定律师流动的条件，流动的最短周期，流动涉及的委托人、律师、原
执业律师事务所、新执业律师事务所的权利义务责任承担，流动相应的服务机构，以及纠纷和矛盾的
调处规则等。
行业协会应进一步完善规章和制度，为律师流动创造一个优良、有序的法律环境。
 （2）管理机关和行业协会对律师流动要加强引导和教育。
管理机关要把律师流动实质审查等事务性的管理工作交给行业协会承担，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管理
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这样，管理机关可以避开因立法滞后而不敢管理的问题，更可避免不必要的行政诉讼。
行业协会要加强对律师的教育，引导律师建立一种以所为家的思想，鼓励律师事务所做大、做强，走
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道路，提倡律师事务所实行年薪制、合伙人级别制等凝聚、团结律师的做法，减
少律师频繁流动；要建立行业信誉评估体制，向社会公布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信誉等级，在网上公布
律师流动名单，便于社会了解和掌握，培育一个讲信誉的法律服务市场，使得律师自己不愿频繁转所
；要完善律师执业保险制度、未雨绸缪，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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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律师流动法律问题与对策》从不同角度对律师流动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收集了国外的有关资料作为
借鉴。
希望这些思考和材料能够为解决我国的律师流动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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