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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援助作为依法治国、法治建设的策略之一,其重要程度日益可见。但纵观近年来各专家学者发表的论文期刊表明,大多数学者都

是从制度本身或者制度执行等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为样本,并以法律援助人员的视角去研究当下民族地区的法律援

助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路径建议助力民族地区法律援助工作,助力法律援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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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法律援助概述 

2003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了《法律援助实施条例》以来,我国法律援助

工作的基本架构已经逐渐创建完善。在国家支持、各级政府的扶持下,截

至近年来,我国已有的法律援助中心机构已达到将近四千家,其中的专职

法援工作者也已达数万名,其中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更是数不胜数。在经

费方面,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资金主要是政府财政支持,私人或社

会组织的捐赠以及各类公益团体基金等,其中 主要的还是依靠于政府的

财政补助,这些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法律援助的工作开展,但究其本

质,仍是治标不治本,某些方面还是有很多漏洞和短板。资金费用在法律援

助的工作中不可或缺,关系着整个法律援助项目的运行。此外,下级地方也

严格按照要求学习贯彻实施《法律援助实施条例》中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规

划,同时各级地方也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法援需求情况制定不同的措

施。目前,法律援助的机构设置、实施主体、援助对象、援助标准、援助

流程等各类章程已基本上构建完毕,虽然目前在法律援助制度与具体实施

中仍有诸多不足与漏洞,但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已趋向完

整,剩余的展望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未来补充。 

2 湘西地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 

整个湘西自治州的法律援助中心机构共有8家,分别位于吉首市以及

凤凰、花垣、古丈等7个县,都是统一经由编制部门审查批准、属于政府全

额财政支持的事业单位性质。州内的一百多个乡镇地点内都有设置法律援

助的工作站点,还有一百七十多个村支部与社区内设置了供法律援助工作

开展的联络点。2018年“湘西自治州法律援助中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工

作站”正式的挂牌成立。 

经费来源主要依靠的是政府财政拨款支持,州内的8家法律援助中心

的法律援助人员的基本工资收入和基本的办公过程中所产生的办公经费

等人员经费都是由州司法相关行政机关提供,经费来源途径单一。全州内

的法律工作人员主要还是依托律师事务所,其他的人员构成还包括州内的

法律服务所、社会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农民工法律援助志愿团等方

面的人才输出。 

湘西自治州的法律援助工作范围包括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法律问题咨

询活动、相关文书代写、公证业务办理等非诉业务,诉讼方面的业务包括

为农民工的讨薪问题或农民工的工伤赔偿等。被援助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

范围一类人群。业务范围涉及刑事、行政和民事,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主要是由指定法律援助辩护,其余的大部分是因申请,但实际上因社会环

境的影响,行政案件很少。刑事案件主要是为留守在家的未成年进行辩护,

民事案件主要集中在为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问题和婚姻家事方面的

问题,还有部分交通事故引发的案件。 

3 湘西自治州法律援助工作开展中的问题 

3.1对待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积极性不够 

法律援助的整个工作体系趋向标准化,虽然不可否认的是这当中仍有

大部分的法律援助工作者是秉承初心和热情,认真严谨的办理好每项法援

案件,耐心对待每位被援助者,但在参差不齐的社会资源环境里,有些法援

者已经渐失本心。据笔者调查,有部分律所内有安排律师坐班法律援助窗

口接听群众热线,解答群众的相关法律问题,但某些律师将这份工作转接

给了自己手下的“徒弟”,继而又转到其他有一些法律知识的“志愿者”,

志愿者根据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解答简单的法律问题,不懂的则按照律师

的指示告知求助者拨打“某热线”。由此可以看出,律师对除指定和部分依

申请的法律援助外的其他求助根本不想做太多理会,这已经在源头上对法

律援助产生了影响,更使求助者对法律援助失去信心。此外,律师在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时较之自己代理的案件仍在存在态度上的差异,这方面也导致

了案件的质量方面不完全尽如人意。 

3.2法援案件的办理程序与一般案件缺少差异化 

纵观整个《法律援助条例》、《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在对于

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程序的优先性方面主要是针对被援助者的规定,而且是

在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审批方面略有简化和优先,尽管在这一方面对求助者

有一定的优待性,但对法律援助人员并没有多大的助力。此外,据笔者在与

部分律师的交谈中得知,律师在办理完结后报销费用时,程序过于繁琐,需

要辗转几个本部门且相关部门对该业务的办理速度漫长,态度上更未有良

好的仪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部分律师对此感到失望,也减少了律师对

法律援助案件的热情。对法律援助人员来说,法律援助案件案件与其自身

承接代理的案件在处理方面本身就有一定的差异,一面是义务一面是责任,

二者在案件的办理程序并无太大不同,但在经费上却更加负杂,这更加不

利于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援案件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3.3法律援助供需不平衡,业务分配需进一步合理化 

目前来说,在整个法律市场行业,仍然处于一种严重的供不应求、供需

不平衡的局面。在司法部表示2022年全国律师总数应达62万人,而我国当

前的律师总人数与这一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从大局来看,随着国家治理法

治化,社会治理法治化,法律市场需要度也越来越大,更遑论法律援助制度

中所需要的专业法律人士。而现今法律援助工作大多还是采取的由司法局

指定律所完成一定额度的法律援助工作任务的方式,通常律所会将大部分

的法律援助案件挂上律所资深律师的名号,再交由初级律师去办理案件。

此外,在案件业务办理的的流程中也存在不足和漏洞,在司法部门分配法

律援助案件时对于部分基础性工作的业务分配上可以做适当的筛选后再

进行分配指派,合理的调派其他法律援助人员的工作。 

4 提高法律援助者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效率的建议 

4.1建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审查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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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工作运行离不开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法律援助本身就是一项

“社会公益活动”,大部分法律援助人员的付出与所获得的并不能成正比,

虽然每个案件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但这一点酬劳对许多法律援助人员来

说仅是杯水车薪,久而久之,诸如律师类的兼职人员也会相适应的减少其

工作少的付出。因此,建立有效的褒奖机制与案件办理审查考核机制十分

必要,每一份法援案件都应当详细记录在案,并附相关意见反馈与评分,对

案件办理成效评估不合格达一定次数后相关部门应当给予惩罚措施。值得

肯定的是,湘西州偶尔有对法律援助案件中法援者的工作态度、专业能力、

案件质量等进行回访的活动,不过这类活动目前还缺少体系化,仍需要不

断改进。另一方面,为鼓励法律援助人员的办事积极性,提高案件办理质量,

也应当给予适当奖励,相关部门应当竭力提高法律援助对于法律援助工作

的积极性,提升和保持法律援助者对每一位被帮助者、每一份法律援助的

案件的热情和本心。 

4.2建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绿色通道 

大部分的法律援助人员在完成这份工作时都是基于自己无私的付出,

需要寻求法律援助的人群在都是在某方面存在困难,笔者建议,在法律援

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可以给予法援者一定的优待,或建立法援案件

“绿色通道”,如案件受理、案件审查、调查取证等方面可给法援者不同

于办理一般案件的优先待遇,当然,在具体实施时应严格审查,避免部分律

师利用绿色通道为私人代理案件提供便利。在经费方面,笔者建议可以在

法律援助者接受案件的同时先行拨付部分款项基于工作人员使用,如此便

避免了许多法律援助者在办理案件时还需先行垫付的需要,但法援者应当

先行提供所需的费用明细,每一笔收入也应当仔细审查核实,避免部分人

员从中牟取私利。 

4.3增加法律援助者人员输送,业务分流 

我国目前的法律相关的从业人员并不少,但其中部分人员的法律专

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素质也是有待商榷的,尤其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更加

需要法律专业素养高和职业道德素质好的优秀法律人员。因此,笔者认

为,在当下高素质的法律援助人员稀缺的环境下,跟应该将这些人的作

用发挥到实处,相关部分应当充分调动所有的法律援助人员。除了政府

编制的法律援助人员和职业律师外,还有其他的法律职业者以及法律援

助志愿者属于法律援助人员的一份子。笔者认为可以将法律援助的相关

事务进行合理的分流,根据不同法援人员的专业素质分配相对应的工作

任务。例如一些 基础性的程序工作完全可以交由给志愿者完成,可以

充分利用当前的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吉首大学本就坐落于吉首市区内,

由于吉首地处山区,当地的大学生在专业实践方面本身就缺乏机会,倘

若可以将法学专业的学生与法律援助项目相结合,不断可以分担部分法

律援助人员的工作负担,同时也给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实践机会,二者

结合正好有利于相辅相成。增加法律援助人员的输送,扩大法律援助的

队伍,整合高素质法律援助队伍,将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合理的业务分流,

提升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 

5 总结 

推行依法治国以来,城市地区和大部分的农村地区的法治工作逐渐完

善化,但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僻位置,群众又多深受民族文化影响,法律意

识不强,湘西自治州本身就地理位置偏僻,少数民族居多,并且湘西州内许

多地区又属于国家重点扶贫区,其经济水平可见一斑。在这种经济、法律

水平都偏低的环境下,法律援助者在进行法律援助工作时也会遇到重重困

难,从而丧失工作热情。目前国内大多数的研究都在强调政府责任、法律

工作人员的责任,但大多都并未实际设身处地的站在每一位法律援助人员

的角度考虑,也忽视了他们在法律援助工作的艰难。因而,本文试着以全新

的视角,站在法律援助者的角度深入思考,并以湘西自治州为调查范本,以

期能提出些许建议,改善目前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为推进湘西

自治州的法律援助工作略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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