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
31、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32、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

33、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

34、春秋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

35、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



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
律师处罚管理办法

广东省司法厅  朱雪峰 



四方面内容

v律师职责使命

v律师执业基本准则

v律师执业规范

v律师管理若干问题思考

 



主要法律依据

v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律师法》、《行政处罚法
》等

v部颁规章：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
处罚办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
执业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
法》等

v行业规则：全国律协《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
理规则》、《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
》、《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等

v规范性文件



律师的性质和职责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

维护法律正确实施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3



律师执业基本准则

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
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1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2

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3



律师执业规范

执业准入1

执业监督2

法律责任3



律师执业准入

准入

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
2、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3、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
4、品行良好

禁止情形：
1.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故意犯罪的
3.被开除公职或吊销执业证

律师特许执业制度
兼职律师

准入

权限和程序：
1、省、市、县（区、市）

司法行政机关各自权限及时
限
2、欺诈、贿赂

准入

实习制度：
全国律协《申请律师执业人
员实习管理规则》2010.8.1

注意：
1、考核合格通知一年之内

申请律师执业，否则重新考
核；
2、实习人员身份问题



律师执业监管

监督

执业义务和禁止行为：
与委托人关系；
执业保密；
利益冲突禁止；
收费规范；
与其他法律工作者关系；
与律师事务所的关系；
执业推广规范；
执业责任保险；
经营性活动禁止；
法律援助；
从事代理辩护业务的特殊限制；
执业禁止性行为（8种）。

监督

年度考核：
程序
内容
结果

监督

日常监督检查：
负责部门
内容



律师执业规范—监管

v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
   美国《职业行为示范规则》

    “1.1 称职…需要法律知识、技巧、
全心全意和为代理所作的合理必要
的准备。

      1.2 代理范围和律师与委托人之
间权力的分配

      1.3 勤勉

      1.4 交流……”
   《律师法》

    第30条 律师担任诉讼或非诉讼法
律事务代理人的规定

    第31条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规定

 



律师执业规范—监管

v执业保密
   美国《职业行为示范规则》
    “1.6信息保密……”
    德国 《联邦律师条例》
    第43条之一 律师的基本义务
     1）律师负有保密义务

  《律师法》
    第38条 律师举报作证义务豁免权的规定
    是律师立信于当事人乃至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和条件
v 律师作为特殊执业人员应承担的保密义务与作为公民应当承担的举
报作证义务之间恰当的平衡点

v “例外”注意：1、行为主体不限于委托人，还包括委托人以外的其
他人；2、行为不仅包括正在实施的，也包括准备实施的；3、侵害
客体既包括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也包括他人人身、财产安全。

 



律师执业规范—监管

v利益冲突禁止
   《律师法》 第39条 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
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
律事务。 

v 1、如果允许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必然导致律
师执业保密原则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原则发性冲突。

v 2、如果允许律师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将
导致律师执业独立性原则、追求社会正义原则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原
则发生冲突

v 注意：
    无论委托人持何种态度均应回避

     应在接受委托前进行利益冲突审查

    不是穷尽的

    《广东省律师防止利益冲突规则》



律师执业规范—监管

v律师与其他法律职业工作者的基本关系

  1、 与法官关系，最高法、司法部

   《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

    2、与其他律师关系，主要是禁止不正当竞争。

 



律师执业规范—监管

v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的关系
 1、律师事务所种类：合伙所（普通合伙、普通的特殊合伙）、个人所、
国资所、公职所

     2、律师事务所责任承担方式
     3、管理关系（准入、监管、社保、责任承担方式）

v律师与律师协会的关系 

  主要是参与协会组织的培训、接受行业监督、遵守协会规则，缴纳会
费、执业权益保障等。

 



律师执业规范—监管
v执业推广规范
v 美国《职业行为示范规则》
    “7.2广告……”
v 《律师法》
   第47条第二项  “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1、以误导、利诱、威胁或者作虚假等方式承担业务；
  2、以支付介绍费、给予回扣、许诺提供利益等方式承揽
业务；

  3、以对本人及所在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真实、不适当宣传
或者诋毁其他律师、律师事务所声誉等方式承担业务的；

  4、在律师事务所住所以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
 



律师执业规范—监管

v经营性活动禁止
v 美国《职业行为示范规则》

    “5.6对执业权的限制  律师不得参与提出或制定：1）合伙协议、股东协议、
经营协议、雇佣协议或者其他类似的协议，以在这种关系终止后，限制律师
的执业权利，除非该协议是关于退休利益的”

    日本《律师职业道德》

     第15条 律师不得从事任何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或降低品格的商业活动，或
者同意将自己的名字用于这类商业活动。

     第30条  兼任公职和商业经营的限制

v 《律师法》

   第50条第三项  “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性活动”
 原因：1）律师职责使命；

         2）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专业服务组织；

         3）降低律师事务所对外活动责任风险，保证律师事务所全心全意

         履行职责。

 

……



律师执业规范—监管
v从事代理辩护业务的有关特殊限制

   美国《职业行为示范规则》
    3.3 对裁判庭的坦诚
      律师不得故意从事下列行为：
      （1）就事实或者法律向裁判庭作虚假陈述……
   3.4 对对方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公平性
      律师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1）非法妨碍对方当事人取得证据，或者非法编造、破坏、隐藏书证或其他具有
潜在证据价值的材料。……

       （2）伪造证据 ……
    3.5 法庭的公正性和正派性
       律师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试图通过法律禁止的手段对法官、陪审员、陪审员侯选人或者其他人员施加影响；
    

    《律师法》第40条第四、五、六、八项
                   第49条第一、二、三、四项

 

……



律师执业规范—监管
v收费规范
1、《律师法》第59条，授权司法行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律师收费办法。 

     2006.4.13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2007.1.10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
2、基本原则：收费公开、统一收费、法律援助 

3、政府指导价（主要是诉讼案件）：代理民诉、行诉、国家赔偿案件；
                       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申请取保侯审，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自诉人、被害人 

                       的诉讼代理；代理各类申诉案件
     市场调节价：其他案件（主要是非诉讼案件）
4、风险收费   

     适用范围：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告知后委托人仍要求）
     严禁：刑诉、行诉、国家赔偿案件、群体性案件、婚姻继承；请求社   

             保、低保、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
             偿案件；请求劳动报酬的民事案件
     律师事务所必须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
     最高收费不得高于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律师执业规范—监管
v执业禁止性行为

   日本《律师法》
    第26条 禁止受贿

    第27条 禁止与非律师共同代理

    第28条 禁止获得争讼权益

     《律师法》第40条    关于律师执业禁止行为的规定 

      “法律责任”一章对违反这八项禁止性的行为设置了相应的责任和处罚
（1）律师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不得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2）律师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使得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不得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的权益

（3）律师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不得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
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介绍贿赂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法官、
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依法办理案件

（4）律师不得春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

（5）律师不得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

（6）律师不得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

 



法律责任

严格法律责任：

v明确责任性质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v违法行为种类（18种）

   第47条、第48条、第49条

v行政处罚种类
  律师：警告 停止执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律师执业证

v累进加重处罚

v注销律师执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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