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

规定》的通知

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区人民法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各检察院分

院、各区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各区司法局、市律师

协会：

现将《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

职业的规定》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司法局

2022 年 12 月 27 日

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规定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

个规定”，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

业，防止利益输送和利益勾连，切实维护司法廉洁和司法公正，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及《关于进一步规

范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

本市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从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且在离任时具

有公务员身份的工作人员，在本市从事律师职业或者担任律师事务

所“法律顾问”、行政人员的规范管理。

第三条（一般从业限制）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或者担任律

师事务所“法律顾问”、行政人员，应当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

公务员管理相关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在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

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离任人员终身不得担任原任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

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代理诉

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

第四条（特殊从业限制）

被开除公职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不得在律师事务

所从事任何工作。

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四



级高级及以上法官、检察官，四级高级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以上

及相当职级层次的审判、检察辅助人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辞去公

职或退休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在离职二年内，不得到

原任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管辖地区内的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职

业或者担任“法律顾问"、行政人员等，不得以律师身份从事与原任

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相关的有偿法律服务活动。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退休人员在不违反前款从业限制规定的

情况下，确因工作需要从事律师职业或者担任律师事务所“法律顾

问”、行政人员的，应当严格执行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

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2013〕18

号）规定和审批程序，并及时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五条（禁止性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为法官、

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牵线搭桥，充当司法掮客；不得采用

隐名代理等方式，规避从业限制规定，违规提供法律服务。

第六条 （离任报告谈话）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拟在离任后从事律师职业或者

担任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行政人员的，应当在离任时向所在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如实报告从业去向，签署承诺书，对遵守从

业限制规定、在从业限制期内主动报告从业变动情况等作出承诺。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离任人员离任前与本人谈话，提

醒其严格遵守从业限制规定，告知违规从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对



不符合从业限制规定的，劝其调整从业意向。

第七条（律所接收）

律师事务所接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到本所执业或

者工作的，应当详细了解其离任时间、离任情形、离任单位等有关

情况，建立相应台账，并及时向区司法行政机关、市律师协会报告。

律师事务所不得接收不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

人员到本所执业或者工作。

第八条（实习登记）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向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实习登

记时，除符合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规定外，还应当主动报告曾在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情况，并签署遵守从业限制规定的承

诺。

市律师协会受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律师实习申请

的，应当向其原任职单位出具公函，告知申请人申请实习情况并就

申请人是否存在不宜从事律师职业的情形征求意见，将有关情况和

材料存入该申请实习人员的实习档案；发现申请实习人员不符合相

关条件的，应当不予实习登记。

第九条（实习考核）

市律师协会应当加强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申请律

师执业的实习考核，在审查实习考核申请材料时，重点审查是否存

在违反从业限制规定的情形，并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

从事律师职业的从业限制规定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的相关



内容作为其实习考核的必考内容。

第十条（执业许可）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加强对接，依托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信息库，加强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离任人员申请律师执业的审核把关，对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不予核

准执业。

司法行政机关作出核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

师职业决定的，由其注册地司法行政机关及时与本人进行提醒谈话，

督促其规范执业，严格遵守从业限制规定，并告知违规从业应当承

担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律所管理责任）

律师事务所接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

的，应当按规定对其执业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加强收案审查和执业

监督，指派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时，应当审查核实其是

否违反从业限制规定。

律师事务所发现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

员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违反从业限制规定的，应当及时告知

当事人更换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并向区司法行政机关、市律师

协会报告。

第十二条（法检管理）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离任人员违规担任案件诉讼

代理人、辩护人的甄别、监管，做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员回



避工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担任诉讼代理

人、辩护人的律师违反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业限制规

定情况的，应当通知当事人更换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并及时通报

司法行政机关。

第十三条（年度考核）

市律师协会应当加强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工作，把从事律师职业

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办理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纳入年

度考核内容，重点审查其在执业活动中是否存在违反从业限制规定

的情况。

第十四条（日常监管）

司法行政机关、市律师协会应当加强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离任人员在律师事务所从业的监督管理，通过投诉举报调查、“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等方式，及时发现离任人员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并

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等作出处理。

对律师事务所不按规定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进行

有效监管，或者纵容、袒护、包庇其从事违法违规活动的，依法追

究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责任。

第十五条（违规从业处理）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对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在律师事务所违规从业情况开展核查，并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清理。



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违规从事律师职业或者担任

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行政人员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要求其在

规定时间内申请注销律师执业证书、与律师事务所解除劳动劳务关

系；对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主动申请注销执业证书或者解除劳动劳务

关系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注销其执业证书或者责令律师事务

所与其解除劳动劳务关系。

第十六条（典型案例公布）

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违规从事律师职业的典型案

例，通过市律师协会警示台及时公布，并向社会公示。

第十七条（评先评优限制）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违规从事律师职业或者实习活

动受到行政处罚、行业处分的，自行政处罚、行业处分决定作出之

日起 3 年内，对涉事律师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在司法行政系统或者

律师行业内的各类评先评优活动中实行一票否决。

第十八条（日常培训）

市律师协会应当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

业的从业限制规定、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内容纳入律师年

度培训和实习律师培训课程，深入开展教育培训，引导律师规范执

业。

第十九条（信息化保障）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健全完善律师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与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信息库、市律师协会会员系统、公共



法律服务管理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提升信息化保障能力。

第二十条（定义）

本规定所称离任，包括退休、辞去公职、开除、辞退、调离等

情形。

本规定所称律师，是指在律师事务所执业的专兼职律师（包括

从事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律师）。

本规定所称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是指不以律师名义执业，

但就相关业务领域或者个案提供法律咨询、法律论证，或者代表律

师事务所开展协调、业务拓展等活动的人员。

本规定所称律师事务所行政人员，是指律师事务所聘用的从事

秘书、财务、行政、人力资源、信息技术、风险管控等工作的人员。

第二十一条（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 2022 年 12 月 27 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在律

师事务所从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退休人员，按照中共中央组

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

见》（中组发〔2013〕18 号）相关规定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