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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CLS）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提交的普遍定期审议非政府组织报告 

                    2018 年 3 月 

 

1、中国法学会非常关注2018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

国进行的国别人权审议。五年来，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

权，特别是在支持、鼓励、推动法律社团维护公民权益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果，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此，

我们重点就法律社团发展及其对人权的促进和保障问题提

出评论和建议。 

2、我们认为，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

社团在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公平正义、弘扬法治观念、保护

公民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中国尚未设立《巴黎

原则》意义上的国家人权机构，但法律社团在一定程度上发

挥着“民间的人权机构”作用。法律社团的繁荣发展，有利于

促进和推动人权的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更多、更广

泛的权利和自由。 

3、我们高兴地看到，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

加强和完善了宪法实施和监督，依法保护公民享有言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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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游行、集会、结社等宪法权利和自由；2016年修订《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并不断完善相关具体措施，为法律

社团快速发展提供根本性的强有力保障，使法律社团开展工

作有法可依。 

4、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

全国法律社团建设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仅以法学会为

例。截至2017年6月，全国共建成省级法学会32个，市级法

学会360多个，实现了省市两级全覆盖；建成县级法学会2300

多个，覆盖率超过85%。各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分别出台

鼓励和扶持政策，为法律社团的长期健康发展创造了必要条

件。 

5、2014年以来，中国各类法律社团，紧紧围绕国家法

治建设中心任务，根据自身定位，主动开展工作，为维护公

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促进中国人权事业进步做

出了重要贡献。 

5.1、积极参与立法活动，促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

法立法。积极组织法律专家参加由中国法学会主办的“立法专

家咨询会”。仅2017年全年共举办了33期咨询会，就22部法

律、10部行政法规和1部重要规范文件进行咨询讨论。立法

专家咨询会成为法学界参与国家立法的一种重要形式。 

5.2、积极参与诉讼服务和司法调解。法律社团在各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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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设立诉讼服务中心或调解中心，组织法学专家和执业律师

轮流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例如，仅中国

法学会在2015和2016两年，就组织知名法学家和律师200多

人次赴最高人民法院参与诉讼和调解服务，有效化解了20余

起具有全国影响的重大案件纠纷，维护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和合法利益。 

5.3、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各法律社团通过在社区、

乡镇、学校、医院、监所等地广泛设立“法律诊所”、“法律服

务站”、“法律服务社”、“调解中心”等机构，组织法学法律工

作者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向广大基层群众特别是妇女儿

童、服刑人员、残疾人员等特殊对象，提供多种形式的法律

服务，切实维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项合法权益。 

5.4、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和“百名

法学家百场报告会”（简称“双百”）活动经过十多年发展，已

成为法律社团开展法治宣传的全国性知名品牌。2013年

-2016年期间，“双百”活动在全国共举办各类报告会6500余场，

直接听众超过264万人次①。 

6、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全民

法治意识仍需进一步提高，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中

                                                        
①新版中国法学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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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在推动法律社团发展及发挥其促进和保障人权作用

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如：一些地方政府对法律社团建设的

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清、理解不透，支持法律群团的相关

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法律社团数量从全国范围来看依然过

少，特别是对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的覆盖面不够；

法律社团在城乡、地区间仍存在不小差距；有些法律社团自

身管理还不够规范，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等等。 

7、我们认为，法律社团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和扶助。建议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法律社团的支持力度、

提高其参与人权法治保障的能力和水平。 

8、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制，落

实对法律社团的扶持政策，通过采取购买服务、减免税收等

方式，加大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特别要增加对农村和

偏远地区的支持，提高当地法律社团的能力和水平。 

9、我们建议，法律社团要进一步拓宽法律服务渠道，

更加关注特殊群体的人权保障，切实维护他们的人身权、财

产权和人格权。 

10、我们建议，法律社团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模式，加强

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采取“互联网+法律服务”模式，利用各

类网站与即时通讯平台，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安全的网

上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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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们建议，法律社团要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紧紧围绕自身定位，完善工作机制体制，不断吸引、凝聚、

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特别要善于鼓励、调动、引导那些刚

刚退休或退居二线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或法学专家等参与

社团工作，提高法律服务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