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诉讼与公益法的实践
、

制度和价值笔谈

诊所法律教育的公益性

李 傲

、

气

卜

阮

、

�� �� 年
,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开始研究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高校开展的可行性
。

� � �� 年 �

月
,

北大
、

清华等七所院校同时开课
,

标志着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拉开 了序幕
。

�� � � 年 � 月 � �

日 一 � 月 � 日
,

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诊所法律教育国际研讨会在珠海召开
。

中

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简称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 ���� � �正式成

立
。

迄今为止
,

已有 � � 余所高等院校的法学院开展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
。

诊所法律教育倡导运用互

动的理论
,

将法学教学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
。

其课程的实践内容是法律援助
,

即学生在教师的指

导下
,

为前来寻求法律援助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
。

在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
,

学生去发现社

会不同阶层
、

特别是弱势群体真实的生活状态和面临的困境
,

感受法律对于公 民基本权利保护 的意

义
,

体会法律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

进而思考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

在此过程 中培养自己作

为未来法律人所应具备的公益心和责任感
。

一般认为
,

诊所法律教育源 自美国
。

�� � 年
,

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教授提出了著名的
“

竺

德尔
”

教学法
,

即案例分析教学法
。

这种教学法变教师
“

独角戏
”

式的讲演为教师
、

学生间的问答
,

要求

学生从司法审判的角度去阅读案例
,

通过案例进行推理
,

学会从特殊情况演绎出一般原理
。

案例分析

教学法教会学生对问题做出正确的反应
,

并设身处地地去思考问题
,

这种教学方式培养了学生的那种

与高智力化的诉讼有关的法律推理能力
。

然而
,

到 �� 世纪 �� 年代后期和 � � 年代初期
,

法学院长期

占据统治地位的
“

兰德尔
”

案例教学法遭到了现实主义法学家的质疑
,

这种看似分析实案的教学法
,

事

实上与实际脱离
。

离开了具体的社会背景
、

离开了活生生的当事人
、

离开 了办案的真实感受
,

分析与

推理
、

规则与原则均失去了依托
,

成了空洞的语言
。

案例教学法忽略了法律实践中其它领域诸如会

见
、

咨询
、

事实调查
、

调解
、

谈判
、

起草文件中的许多基本技能
,

难以培养出具有综合能力的法律人才
。

更为主要的是
,

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法律界人士注意到
,

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

两极分化的加

深
,

法律离穷人越来越远
。

由于穷人没有钱打官司
,

他们的权利在遭受侵害时无法获得救助
。

在美国

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
,

法学院的学生开始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活动
,

并将这种活动纳

入法学院的教育体系
。

这就是诊所法律教育
。

由此可见
,

诊所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肩负两个重任
� 一

是帮助学生学习法律的操作实务
,

二是培养法律人的职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

促进和保护人权
。

在

这个惫义上
,

诊所法律教育又被称为对法律人的
“

公民教育
” 。

如果说诊所法律教育在其最初发源时就带有明显的公益性特征
,

那么在今天
,

尤其在 当前的中国

社会转型时期
,

这种公益性就更值得强调
。

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要传授给学生法律知识
、

培养学生的法

律操作技能
,

更要通过特定的法律实践 �法律援助 �使所有参与者增强公益意识
,

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

合法权益
,

保障人权
,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

公益性特征应该成为现阶段诊所法律教育的典型特征
,

法

律诊所在受理案件的标准
、

教学实践的方式
、

教学目标的制定等方面
,

都应该有意识突出其公益性
。

诊所受理案件的公益性
。

法律诊所或诊所教师在选择案件时要考虑到案件背后 更深层次的意

义
,

如案件带来的社会影响
、

对现行制度的思考
、

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关注和讨论
、

对某一项公民权利的

倡导性作用等
,

即案件的公益性
。

近年来
,

我国已经出现了若干起公益诉讼案件
,

公益诉讼案件的出

现
,

预示着我国的法律援助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

作为以法律援助为主要手段
、

以培养学生社会责任

感和职业道德为重要教学 目标的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

必将越来越重视公益类案件为学生乃至社会带

�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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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积极影响
。

诊所教学活动的公益性
。

诊所教学的同时
,

教师们实际上也在进行着法律援助的工作
,

进行着社

会公益服务
。

诊所教师不仅要热爱自己的教学工作
�

更需具有公益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

诊所教师大

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
�
他们都曾经参与或目前仍然从事着法律援助工作

。

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

使

得他们有着让人敬佩的奉献精神
。

法律诊所正在培养一批又一批拥有熟练的律师技能
、

拥有法律工

作者的职业道德
、

拥有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 的优秀学生
,

这一切源 自诊所教师的奉献精神
。

这种精

神
,

将会被诊所学生带到工作岗位中去
,

带到社会中去
,

影响其他人
,

影响律师界
、

法律界以至于整个

社会
。

没有公益心的法律人
,

不可能成为也不应该成为法律诊所教师
。

诊所教学 目标的公益性
。

在西方
,

诊所法律教育最初的教学目标包括
�
培养学生为穷困当事人服

务的责任
,

传授如何投身于这种服务
,

传授法制对社会贫弱者的影响的知识
。

〔� 〕法律诊所教学 日渐

成熟后
,

美国律师协会《麦考利特报告》在确定诊所学生学习律师技能的同时
,

确立了统一的法律职业

四项基本价值目标
。

〔� 〕其主要包括
�
尽职尽责 �努力促进正义

、

公平与道德
,

确保那些无力支付费用

的人获得充分的法律服务
,

尽到提高法律及法律机构实现正义的能力的责任 �清楚基于民族
、

宗教
、

种

族出身
、

性别
、

性倾向或残疾的偏见
,

并扭转这些偏见所造成的影响 �等等
。

法律人应当具备公益意识
,

同情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帮助弱者
。

法律人虽然以法律为业
,

以法

律工作为谋生手段
,

但法律人的追求目标不应是商业的利润
,

而是公平
、

正义
。

这种精神与物质利益

无关
,

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奉献精神
,

期待得到的是精神上的满足
,

是自我价值观的实现
。

如果说诊

所法律教育是一种新的法律教育方式
,

那么它的使命就是要通过公益法律实践的方法培养这样的法

律人
,

通过培养这样的法律人
,

促进法治的发展
,

促进人权的保障
,

促进人类的和谐和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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