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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导论
第一章 从法治到法治社会
第一节 法治
一、法治思想的历史渊源
(一)古希腊的法治思想
(二)古罗马的法治思想
(三)近代西欧法治思想的延续
(四)当代西方法治思想的发展
二、法治內涵的现代阐释
第二节 法治国家
一、法治国家的概念
二、法治国家的特征
三、法治国家的形成
第三节 法治社会
一、对法治社会的认识
二、建设法治社会的条件
(一)法治社会的社会基础是社会自治
(二)法治社会的政治基础是民主政治
(三)法治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
(四)法治社会的文化基础是理性文化
(五)法治社会秩序维持的基础是法律的治理
第二章 从律师产生到律师职业的形成
第一节 律师与律师职业
一、“律师”的语义解读
二、律师职业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说
(二)社会工作人员说
(三)自由职业说
(四)社会工作者与自由职业的综合说
第二节 律师职业的历史形成
一、律师职业的萌芽
二、律师职业的初步成型
三、中世纪律师职业的曲折发展
四、现代律师职业的正式形成
第三节 律师职业在形成中对法治社会的依赖
一、律师职业的产生、发展依赖于法治社会的基本条件
(一)律师职业依赖于民主政治
(二)律师职业依赖于商品经济
(三)律师职业依赖于法治文化
(四)律师职业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社会自治
二、律师职业的产生、发展是法治社会的內在需求
(一)弥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空隙
(二)处理复杂的法律关系
(三)制约司法权力
(四)解决社会纠纷
第三章 促进与保障：法治社会与律师职业的良性互动
第一节 律师职业对法治社会的推动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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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人权
(一)国际文件对律师维护人权功能的表述
(二)维护人权已成为律师不可推卸的使命
(三)律师维护人权的天然优势
二、促进法律进步
三、維护司法公正
(一)律师对于实现司法过程中的实体正义的价值
(二)律师对于实现司法过程中的程序正义的价值
(三)律师对于维护法治统一性的价值
(四)律师对于司法的监督制约价值
四、促进依法行政
(一)进入国家政权机关任职
(二)影响公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三)联系公众与政府，及时反映社会利益诉求
第二节 法治社会对律师职业的支持和保障
一、法治社会为律师职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一)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法律体系的完备
二、法治社会为律师职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三、法治社会为律师职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条件
(一)转变传统观念，确立权利本位
(二)法律至上观念的确立
(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
第三节 律师职业对法治社会的负面影响及防范
一、商业主义对律师职业的渗透
二、当事人利益绝对化
三、过度诉讼
第四章 从臣民国家到公民社会：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危机与机遇
第一节 从臣民国家到公民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
一、中国封建时代是臣民国家
二、从臣民国家到公民社会的转型
(一)从臣民国家到公民社会转型的经济基础：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
(二)从臣民国家到公民社会转型的法的本位：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
(三)从臣民国家到公民社会转型的政权形态：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
(四)从臣民国家到公民社会转型的治国方式：从“人治”到“法治
三、公民社会的基本问题
(一)公民社会的概念
(二)公民社会的价值原则
(三)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四)我国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
(五)我国建设公民社会的一般意义
(六)我国建设公民社会的特殊意义：构建和谐社会
第二节 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发展转型的危机与机遇
一、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危机
二、民主与法治：和谐社会的维度思考
(一)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
(二)律师职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第五章 从附庸到独立：律师职业的本质与价值
第六章 从现实到未来：中国律师职业的现状、困境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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