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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律发展报告2012：中国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化》把我国法律工作者分为法官、检
察官、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
其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通称法律职业，分别论述各个法律工作者的历史沿革（1949年以来
，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法律规定，组织机构，人员及其构成，执业纪律，职能和经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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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景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
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社会
哲学和法律哲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会长。
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法律与全球化、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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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景文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律发展报告2012：中国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化》把我国法律工
作者分为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
其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通称法律职业，分别论述各个法律工作者的历史沿革（1949年以来
，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法律规定，组织机构，人员及其构成，执业纪律，职能和经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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