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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凉山彝区法律援助背景 1

凉山彝区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是世界上最大的彝

族聚居区，通常又被人们称为大凉山，“大凉山”包括美

姑、昭觉、越西、雷波、金阳、布拖、喜德、会东、会

理、盐源和西昌这些地区。凉山彝区是四川省少数民族

人口聚居最多的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问题一直

饱受社会人士的关注。完善少数民族法律援助关系到法

律制度实施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中

国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公共管理服务

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高低，关系到我们国家法治文化建

设水平的高低。

（一）政府与司法机构的困境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保障社会弱势

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法律援助部门为经济困难和

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弱势群体无偿提供了代理、法律咨

询和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这些无偿服务是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需要把法

律援助列入本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因此，法律援助的开

展是与政府的财政收入挂勾的。凉山彝区属于深度贫困

地区而且地方的财政收入有限，在凉山 20 万未脱贫人口

就有 87% 在凉山，可以想象在凉山彝区有多少经济困难

的农牧民，也可以看出迫切需要法律援助弱势群体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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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律援助机构来说彝区的援助工作量大但援助经费

却显得有些吃紧，援助经费的紧缺无疑是彝区法律援助

工作实施的第一挑战。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许多地方

道路蜿蜒崎岖，交通落后，援助之旅漫长而艰难。多变

的环境因素和落后的交通道路对于政府和司法机构来说

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一大挑战，在雨季偏远地区常常会发

生道路塌方的情形，塌方可能意味着历经几个月的抢修

后才会通车，一次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对于司法机构和

政府来说可能举步维艰。经费短缺、援助人员不足和环

境恶劣等导致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不全面，这便是当下彝

区法律援助工作的处境。

（二）法律援助律师的缺失

在凉山彝区全州法律援助律师仅有 56 位，但 2019 年

全州总共处理法律援助案件 3000 多件，平均下来每个专

职援助律师需要每个月处理 4 件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

助工作任务重而时间紧，很多偏远的县城都由州司法局

指派援助律师，而从州府西昌市到各个县的路程可高达 8

个小时左右。法律援助队伍人员编制严重不足，很多法

律援助律师介于工资律师与社会律师的尴尬身份。待遇

低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律援助律师积极性降低，导致法律

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不理想。在彝区，很多时候援助律

师都是处于紧缺的状态，很多律师都由司法局直接在地

方律所指派但在部分县城中还未设有律师事务所，这使

得地方的援助工作处于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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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方县城的司法局设有法律援助部门但是援助

律师却仅有一两人，在有些县城甚至没有相应的援助部

门，就算有援助律师也不能长久的留住。志愿律师的出

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援助律师紧缺的难题，但在

教育和经济落后的彝区拥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屈指可数。

（三）彝区纠纷解决机制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文化差异所以在纠纷的解决解决

方式上各不相同，在彝区大多数民间纠纷都通过家支来

进行调节，家支调解又称德古调解。少数民族有着自己

独特的信仰和习俗，他们的纠纷解决机制也是多元化的，

但在纠纷的解决中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弊端。德古是

指地方德高望重且精通地方的习惯法以及对法律有一定

了解的人，在处理纠纷时他们能够将部分法律和地方习

惯法相结合进行调解。彝区的德古调解机制是早期农牧

民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可以说目前彝区农牧民都极其

依赖德古调解模式。

二、彝区法律援助与德古调解

随着依法治国的实施以及教育的普及，总的来说越

来越多的农牧民开始走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更多的人懂

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下彝区形成了以诉讼和

德古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法律援助案件则是彝

区诉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法律援助现状

凉山彝区的法律援助的实施现状主要受以下四个因

素影响，民族自治因素：受民族习俗影响较深，法律意

识不强，导致寻求法律救济困难。由于对法律援助的了

解过少，对法律援助信任度不够。在彝区许多地区的农

牧民纠纷解决机制还遵守着家族“协调”方式，但存在

压迫解决现象。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较深，过于追求封

建迷信而忽略了法律援助等。

地理环境因素：凉山州大多数都是高寒地区，农牧

民居住较分散，由于交通落后所以群体寻求法律援助十

分不便。有些偏远山区的农牧民深居悬崖之上，交通极

其不便。农牧民下上山唯一的途径就是爬陡峭的天梯，

这种严峻的地理环境使得农牧民寻求法律援助极为困难。

经济发展因素：彝区的经济发展落后，许多农牧民

都属于贫困家庭，对于打官司他们往往力不从心。在凉

山彝区大多数地区往往都是穷苦地区，农牧民的收入不

高，他们往往需要靠外出务工来挣钱养家糊口，但除去

一系列的生活开支后“辛苦钱”却所剩无几导致对寻求

法律援助的机会也不告而终。

法律援助工作本身因素：彝区很多县市由于其处于

偏远地区，引进人才困难，法律援助工作受人员素质、

经费、编制等因素影响，工作开展举步维艰。部分地区

存在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对法律援助工作不够重视，未贯

彻落实依法治国的方针，许多凉山山区农牧民甚至不知

道有法可依。

（二）德古调解

德古调解是凉山彝区的主要民间调解形式，大多数

民间纠纷都通过德古们来调解只有很少部分农牧民申请

法律援助。彝区没有德古调解的成文法，纠纷由地方德

高望重的德古们来调解而德古调解就是智者的自我总结。

德古调解方式在纠纷解决中起决定性作用，农牧民纠纷

解决的第一形式往往就是德古调解机制。德古调解虽然

深受凉山彝区广大农牧民的认可但其部分调解内容存在

与法律相驳情形，德古调解大多根据地方的生活习惯进

行因而缺乏法律依据。在调解中居然出现“刑事调解”

的情况，例如涉及毒品犯罪的案件德古们在私下盲目调

解，这使得彝区德古调解中参杂着部分违法调解。德古

调解过程中德古们会根据标的大小进行收费但部分存在

乱收费的情况，双方当事人调解成功后往往只能拿到标

的的一少部分。可以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应当

持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德古调解。

三、如何进一步完善彝区法律援助机制

完善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以凉山彝区为例，

要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机制，我们应该从

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法律援助司法宣传教育

在彝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认为诉讼程序漫长成本

高而选择私下调解，对司法救济途径缺乏信心进而对法

律援助不够重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地方的文

化差异以及群众缺少法律意识，只有加大普法力度，加

强司法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知晓率才能取得地方农牧

民的信任才能使援助工作全面展开。

（二）建设全面的援助律师体制

目前凉山彝区大多数法律援助律师没有准确的定位，

他们介于工资律师和社会律师之间的尴尬地位只有极少

数援助律师为编制律师。没有完整的法律援助体制导致

援助律师队伍不稳定，只有建立起援助律师自己的队伍

才会使援助工作趋于稳定。各县法律援助中心缺乏专业

的援助律师，应当尽快进行人才引进，建立全面完整的

法律援助律师体制是落实彝区法律援助工作得重中之中。

（三）将法律援助事业纳入财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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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凉山彝区法律援助律师都面临着援助路程较远和

交通不便的问题，有些援助地点路程甚至高达上百公里。

除援助路程较远交通不便之外援助律师没有完整的经费

保障，有些援助律师甚至在援助过程中存在倒贴的现象。

援助经费未纳入国家财政保障导致援助经费严重不足，

许多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力不从心。只有将法律援助事

业纳入国家财政保障才能为法律援助事业吸引法律人才，

才能为彝区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四）加强法律援助领域立法

由于国家制定的《法律援助条列》立法层次较低，

职能分散，所以不能够与其他部门建立长效的发展机制。

我们应当对现有的零散的法律重新进行整编，研究各法

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相对地修改或删减互有冲突的法

律条款。想要提升法律援助的地位，最主要还是加强中

央与地方的联系，加快制定更全面的《法律援助法》，立

法才是法律援助事业全面开展的根本。

四、结论

为推进少数民族区法律援助的发展地方政府和司法

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让地方

群众意识到法律援助的可靠性和重要性。建立资深律师

优先办案制度，提高办案质量。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

制度建立最低经费标准，调动办案律师的积极性。提高

援助律师待遇，在社会中积极实施人才引进，打造专业

的法律援助队伍。法律援助在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及保障人权等方面极为重要，所以

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领域立法，全面推动少数民族

地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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