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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怯学精品教材之一，参与撰写工作的人员均为从事津师执业的资深律
师．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和法学理论功底 本书在体例上，除了探讨律师资格的取得、执业条件、
执业机构、管理体制、职业道德和纪律以及障师的诉讼代理、辩护和非诉讼业务等内容外，还首次系
统介绍了&ldquo;律师的参政汉政&rdquo;、&ldquo;中国香港律师制度&rdquo;、&ldquo;中国澳门律师
制度&rdquo;和&ldquo;中国台湾地区律师制度&rdquo;。
在内容上，强调理论、立法和律师实务相结合，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同时，更注重律师执业的实际操
作过程。
 　本书体例新颖，内容丰富，深浅适宜，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读性，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法科学生的
专业教材，也非常适合广大津师从业者和法律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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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悦，女，南开大学法学硕士，天津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教授，一级律师，硕士生导师，天津大
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君利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致公中央法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致公党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委。
先后荣获天津市三八红旗手称号（1999年）、天津市人民满意律师称号（2000年、2001年）、天津市
优秀律师称号（2005年）、天津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7年），于2005年10月被致公党
中央授予优秀党员称号等。
在《南开学报》、《国际经济合作》、《国际贸易问题》、《科技与法律》等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
出版《科技法学》和《企业产品责任预防与对策》等专著，先后十次获得全国或省级优秀论文奖和优
秀专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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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律师法学的概念、特征和研究对象 　一、律师学与律师法学 　二、律师法学的特征 　三
、律师法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律师法学的体系  第三节 律师法学的研究方法  　一、比较研究的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三、综合研究的方法 第四节 律师法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律师
法学与实体法学的关系 二、律师法学与诉讼法学的关系 三、律师法学与法律逻辑学的关系第一章 律
师的性质、任务和类型 第一节 律师的概念和特征  　一、律师的语义分析 　二、律师的法律定义 　三
、律师的特征 第二节 律师的性质  　一、律师性质的概念 　二、中外关于律师性质的立法 第三节 律
师的任务  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维护法律的正确适用 三、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四节 律师
的类型 　 一、国外的律师分类 　二、我国律师的类型第二章 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国外律
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一、罗马奴隶制时期律师制度的起源 二、西欧封建时期的律师制度 三、资本主
义时期的律师制度 四、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创立 第二节 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一、中国古代诉
讼代理制度的萌芽 二、清末律师制度雏形 三、民国时期律师制度的发展 四、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初步
确立 五、改革开放以来律师制度的发展第三章 律师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节 律师的权利  　一、律师权
利概述 　二、律师权利的内容 第二节 律师的义务  　一、律师义务概述 　二、律师义务的内容第四章
律师的执业原则  第一节 忠于宪法和法律 　　一、法律依据 　二、意义和要求 第二节 恪守职业道德
和执业纪律  一、法律依据 二、含义及意义 第三节 独立执业  一、法律依据 二、含义及意义 第四节 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一、法律依据 二、含义及意义 第五节 忠于委托人利益  一、法律依据　
　&hellip;&hellip;第五章 律师执业资格的取得和丧失第六章 律师的执业规范和执业责任第七章 律师的
执业机构第八章　律师的管理第九章　律师的刑事辩护第十章　刑事诉讼中的律师代理第十一章　律
师的民事诉讼代理（一）第十二章　律师的民事诉讼代理（二）第十三章　律师的行政诉讼代理第十
四章　律师的非诉讼业务第十五章　律师参政议政第十六章　中国香港律师制度第十七章　中国澳门
律师制度第十八章　中国台湾地区律师制度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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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律师法学”与“律师学”的关系，谭世贵教授认为，应当承认，“律师法学”是在“律师
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律师学”以律师和律师业为研究对象，而“律师法学”则以律师法为研
究对象。
在我国只有《律师暂行条例》而无律师法的情况下，提出“律师学”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法学研究成果
，但在国家正式颁布律师法以后仍沿用“律师学”的概念值得商榷。
这是因为：第一，“律师学”以律师和律师职业为研究对象，因此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
要研究律师职业，除了研究律师的概念、特征、职能、业务、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问题以外，还必
须研究律师进行业务活动的手段、依据等问题，即还应当研究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实体法
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等程序法，而这显然是“律师学”无法解决的。
正是基于律师职业的这一特点，目前有的政法院校设立了“律师学”专业。
这也说明，“律师学”与“会计学”一样，更适合作为一个专业，而不适合作为一门课程。
第二，可以预见，律师法颁布后再编写《律师学》，必然以律师法为主要研究对象。
既然如此，使用“律师法学”的概念比“律师学”更为妥帖、准确和名副其实。
　　经过分析比较已有的“律师学”或“律师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第一，即使以“律
师学”命名的教材，也是将“律师学”视为法学学科加以研究论述；两者在学科性质上毫无疑义地定
位于法学学科。
第二，将学者们的观点比较后发现，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体系方面并无本质
差异，其涵盖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基本包含基础理论、律师、律师业、律师制度、律师实务等方面的
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使用“律师学”还是“律师法学”并无本质差异。
第三，法律的发展反映着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我国《律师法》颁布后进行了两次修改
，每次修改都直接影响着律师在社会中的定位、影响着律师业的发展、影响着律师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
从律师法律法规对律师、律师业、律师制度的关系而言，“律师法学”的概念更能全面涵盖本学科的
研究对象。
故本书倾向于使用“律师法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律师法学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研究的对
象是律师法及其相关问题，即律师法学不仅研究律师法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研究律师制度、律师实务
等有关问题，还研究律师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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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律师法学》结合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2008年司法部发布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和《律
师系统展示中国目前两岸四地不同的律师制度，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紧扣律师执业工作程序，系统阐
述律师执业领域和实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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