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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赤脚律师的概念及特征 1

（一）赤脚律师的概念

“赤脚律师”的称谓仿照的是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

生”，取其凭借粗疏懂得技艺在农村进行低报酬或者无报

酬的服务之意。该概念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李小云院长领衔主持的《一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和农

民能力建设为中心，促进农村法律正义》调研中提出的。

他认为，“赤脚律师”是指那些接受过中等教育、懂得基

本法律知识、愿意为农民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他们

未必要具备律师那样的高素质，只要能处理农村的大多

数法律纠纷，满足农民的基本需要就行。

与律师不同，他们没有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他们的

法律知识主要是通过自学了解基本法律知识，他们提供

服务往往是无偿的，偶尔收取低廉的费用，这是由于其

提供法律服务大多出于正义感，熟人关系或者是为了出

于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他们与那些“黑律师”又有所

不同，黑律师往往是违反法律规定，暗中收取费用，许

多人会把二者混为一谈。[1]

（二）赤脚律师的特征

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法律知识不断积累，农

村地区法律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扩大，赤脚律师的规模也

在不断的壮大，赤脚律师的广泛分布在我国的贫穷的乡

村地区，在这些地方国家的普法宣传以及法律服务难以

覆盖，赤脚律师便成为这些乡村的法律代言人，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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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纠纷，传播法律。

赤脚律师由于其广泛分布与乡村地区，其特征也离

不开乡村这个大背景，其特征主要有如下几点：

1、服务范围有限。赤脚律师的服务范围是在广大的

乡村地区，往往是那些同质性较高的村庄之间进行服务，

不会扩展的镇或者城市，其服务的人员仅限于当地的村

民，由于村民缺乏法律知识，有没有经费请律师，所以

乡村律师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受到极度的欢迎。

2、法律专业性欠缺。乡村赤脚律师对法律知识的了

解大多是通过自学的途径进行的，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和系统化学习，传播的法律知识不一定准确，对欠缺法

律知识的村民产生一定的误导。

3、诉讼代理具有合法性。赤脚律师代理的范围大多

是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几乎不进入刑事诉讼领域，根

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非法律职

业的普通公民包括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

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可以担任诉讼

当事人的代理人和辩护人，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利、

义务参加诉讼，“此为公民代理”。赤脚律师可以以代理

人的身份为公民代理，不牟取任何的经济利益，他们仅

是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

二、乡村“赤脚律师”出现的背景及原因

（一）乡村“赤脚律师”出现的背景

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是“赤脚律师”的生活背景。

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许多民众解决问题纠纷是通

过熟人介绍的方式寻找帮助解决问题的人，其基于相互

之间的熟悉和信任，这为赤脚律师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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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契机。乡村社会重视礼治，他们以礼作为一种行为

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这种规范源于传统而非法治

社会，其主要是基于经验法则来解决问题，“礼并不是靠

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

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2] 这和法律有很大

的不同，法律是从外限制人，而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

的。这就造成乡村地区法律缺失。同时乡村社会还是注

重通过无讼的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解决纠

纷的方式往往是通过非诉的方式来解决，主要是依靠有

名望的长者调解来解决纠纷，于他们而言打官司是一种

丑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地区很多的纠纷已经不

能单纯的依靠这种方式来解决，开始对法律的需求增多，

在这种乡村社会中就出现了大量的赤脚律师。

（二）乡村“赤脚律师”出现的原因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八十年代开始的

“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乡村民众对法律有一定的认

识，对于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开始觉醒，造成这些地区

对法律的需求不断增大，与此同时在这些乡村地区的法

律服务供不应求，在乡村律师资源极度欠缺，虽然有基

层法律服务者，但他们大多不会尽心尽力的为民众解决

问题，或是民众支付不起高昂的律师费用，所以这就为

“赤脚律师”提供了契机。他们帮助民众解决问题大多

是无偿的，并且还能更接近民众诉求为其解决问题，因

此，他们受到民众的欢迎，也就造就了一大批“赤脚律

师”出现在了广大乡村社会。

三、“赤脚律师”的发展现状分析

我国法律职业化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对于那些法

律职业发展趋于完善的国家来说，我国的法律职业化过

程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急需解决。我国推行法律职业化，

要求从业人员通过司法考试，这个对于农村的赤脚律师

而言，由于他们的法律知识基础不够扎实，并且达不

到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要求，因而被排除在外。然

而大多数的法律资源都集中在城市，贫穷的乡村地区缺

乏法律资源。在法律职业化过程中，农村地区出现了

“律师荒”，尽管国家在对于贫困地区的司法考试在分

数上有一定程度上的照顾，但是仍然没有足够的人安

心的留在农村工作，对于那些基层的法律工作者一旦

通过考试就会谋求更好的发展，去到其他条件更好的

地方。

赤脚律师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经常自身权益可能会

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在为农民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可能会

受到基层政府的打击报复。赤脚律师的主要“战场”是

农民与当地政府之间在计划生育、土地征用等方面的纠

纷，而他们的“武器”则是被俗称为“民告官”的行政

诉讼 [3]。基层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律师在为农民处理这类

纠纷时会进行利益衡量，大多不会为其代理，对于赤脚

律师而言他们处于法律职业管理体制外不会受到像律师

或者基层法律工作者的限制，其不以盈利为目的，他们

敢于大胆的和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对抗，基层政府往往

因为作为被告，输掉官司，就通过其他的手段来进行报

复。赤脚律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都是非常小心谨慎地

遵守政府一切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要求，以此来避免政府

的打击报复。

赤脚律师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有时也会

忘记初心。有时在他们提供完服务之后，当事人会自愿

给予一定的报酬，当有的赤脚律师经济压力变大时，他

们便会额外的收取代理费用，这种行为违反了我国的法

律规定，同时也违反了赤脚律师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初心，

逐渐摆脱赤脚律师的本质。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赤脚

律师在他们成名之后被当地政府招进基层法律服务所成

为基层法律服务者，这逐渐导致赤脚律师的数量减少，

农村地区法律服务需求得不到解决。

四、乡村赤脚律师未来的发展前景

赤脚律师的发展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不论是法律正

规军的排挤，政府的暗自报复还是初心的改变，也无法

在农村地区提供法律服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为农

村的法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于赤

脚律师应该得到相应的关注，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应该得

到保障。

（一）建立多层次的法律服务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法律服务需求，不仅满足城市

里的法律需求，还要重视乡村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对

于这一贫困阶级和弱势群体的法律服务应更多地得到关

注。法律职业化并不意味着就排斥法律服务分层次，这

只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是具有

一定合理性的，将赤脚律师纳入到乡村法律服务这个层

次，让民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负担得起的代

理人，这样更有利于提供好的法律服务。

（二）建立有序的管理体系

赤脚律师相对于有着高度的组织和行业管理秩序的

律师而言，他们具有自发性，缺乏一定的管理和行业标

准的约束。我国的法律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混乱的，

没有同一的法律服务监管机关，这样就无法形成专业高

效的法律服务市场。因此，对于处于体制之外的赤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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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也应该纳入管理系统，以防止其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

程中丧失初心。

（三）提高赤脚律师专业化水平和身份合法化

赤脚律师的法律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由于赤脚律

师是通过自学相关法律知识，因而缺乏一定的专业性，

并且知识散乱没有形成体系。对于赤脚律师可以定期组

织培训来训练他们的思维能力，加深他们对法律知识的

掌握程度，提高专业化水平，更好地为农民提供法律服

务，解决纠纷。

赤脚律师的身份有待于合法化。赤脚律师这个群体

作为正规化法律职业的后备力量应当使其拥有合法的身

份。在我国赤脚律师为公民提供诉讼代理的行为是符合

法律规定的，但他们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当其为当事

人提供服务后即使收取低廉的费用，也会违反相关的规

定，可能会因此受到处罚。赤脚律师也是农民，他们通

过自学掌握一定法律知识，为他人提供服务，但溯其根

本他们也是农民群体，没有自身的组织，当他们为农民

维权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受到打击报复，他们也是弱者。

赤脚律师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为乡村社会的民众提供服

务，如果不想让其流失，光靠他们主动地无私奉献这往

往是不够的，应该通过国家政策和立法来赋予他们一定

身份使其合法化，让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律师和基

层法律服务者一样得到相应的认可。

此外，对于这样默默无闻在乡村为广大民众提供服

务的群体，其不以盈利为目的，生活也比较艰难，国家

应给与其一定的补助，这样可以更好地让这个群体在乡

村地区发挥他们的作用，更好的为有需要的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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