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谎称律所，误导群

众，行业面临失序

“门槛低了， 责任却模糊

了。” 周桐宇直指当前这一行

业三大顽疾： 市场服务质价良

莠不齐、 “黑箱操作” 破坏行

业生态、 “诉讼产业链” 扰乱

诉讼秩序。

周桐宇指出， 近年来， 法

律咨询服务机构主要采用网络

平台直播便捷获取业务的手段

赚取利润。 部分法律咨询服务

机构通过隐晦方式， 谎称自己

为律师事务所或表示等同于律

师事务所， 混淆法律咨询服务

业务和执业律师业务， 误导群

众。 还有的甚至采取宣传合作

律师、 律师参与业务洽谈等方

式与律所共同承揽业务， 或者

分包至律师事务所， 自留大部

分服务费， 仅向律师支付小比

例的服务费， 导致律师服务质

量较差， 引发群众不满。

“这些行为不仅扰乱了市

场秩序， 而且有损法律职业共

同体的形象。” 周桐宇告诉记

者，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通过支

付“案件介绍费”、 虚假承诺

“胜诉率” 等方式， 与部分律

所形成利益链条。 这不仅挤压

了中小律所生存空间， 更让青

年律师沦为“廉价劳动力”。“长

此以往，对于以吸纳青年律师

为主的中小律师事务所来说

冲击较大，导致法律服务市场

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她强

调。

同时， 周桐宇调研发现，

在知识产权案件中， 大量法律

咨询服务机构会采用类似“全

风险代理” 的诉讼模式， 主动

为被侵权企业垫付费用并获得

授权， 再去公证处公证， “委

托” 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 获

得赔偿后， 按比例分成， 形成

一条诉讼产业链， 造成过度诉

讼。 在金融贷款、 网贷纠纷、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案件

中， 都存在此类现象。

建议统一准入、管

理制度，实现协同监管

面对乱象， 周桐宇提出系

统性治理方案。 “对同一经

营行为， 有两套不同的管理

标准、 管理体系， 那么必然

会被市场主体评价为不公正

的管理制度。”

她建议， 探索建立统一的法

律服务行业准入与管理制度。 法

律服务行业应由司法行政机关统

一管理。 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管理

公证、 司法鉴定、 仲裁、 调解等

工作， 而律师又是社会法律服务

的主力军， 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

管理法律服务业符合其职能定

位。

周桐宇还建议， 探索建立司

法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对法

律咨询服务机构的协同监管机

制。 同时， 市场监管部门应规范

管理服务型企业的经营范围， 考

虑不再将法律咨询列入营业执照

注明的经营范围。 此外， 管理

服务类公司注册登记前， 公司

注册资料应经由司法行政部门

审核。 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虚

假宣传的行为， 由司法行政机

关查处。 “律师事务所与法律

咨询服务机构之间如有违反《律

师法》 和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

的， 建议由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司

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 周桐宇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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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代理打官司？ 咨询机构谎称律所？
周桐宇代表：建议重塑监管框架 明确准入标准

  “先办案后收费” “不成功不收

费” ……面对各种网络平台上弹出的

所谓法律咨询公司发布的代理打官司、

代理讨薪、 解决个人债务等广告信息，

你敢信吗？

“部分机构谎称律所误导群众。”

“法律服务业是群众维权的重要依托，

绝不能沦为逐利的‘灰色地带’！” 全国

两会已启幕，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工

商联副主席、 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桐宇聚焦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规

范管理问题， 剑指行业虚假宣传、 恶性

竞争、 滥诉牟利等乱象， 建议重塑监管

框架， 明确准入标准， 让法律服务业回

归专业与公益属性，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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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陈颖婷

□ 记者 胡蝶飞

近年来， “键盘侠” 网暴

伤人， 甚至“伤企” 的事件频

发， 不仅损害公民合法权益，

更侵害了网络空间秩序， 引发

社会普遍关注。

“通过统一的反网络暴力

法， 宣示反网络暴力不仅为了

保护个体合法权益， 更是以维

护网络空间秩序、 保障网络社

会安全为宗旨。” 全国两会今

天启幕， 全国政协委员、 国浩

律师 （上海） 事务所合伙人吕

红兵关注“网暴” 问题， 呼吁

加快制定反网络暴力法。

现有法规总体分

散，界定对象仅限个人

舆情敲诈、 有偿删帖……

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公众平台制

造、 传播企业虚假负面信息并

进行敲诈勒索违法活动， 让受

害企业苦不堪言的案例不在少

数。 司法机关也在加大打击力

度， 坚决惩治“按键伤人。

“我国针对网暴治理的法

律法规总体较为分散， 其界定

的网暴侵害对象仅限于个人，

而企业尤其是民企， 甚至一个

城市， 都可能成为网暴受害

者。” 吕红兵指出， 从实践看，

当前社会对网暴危害性认知尚

有不足， 往往认为其损害的只

是个人权益。

“其实网暴行为更侵犯了

网络空间秩序性、 网络社会安

全感等社会公益。” 他同时指

出， 根据现有法规， 网暴行为

主要包括侮辱谩骂、 造谣诽

谤、 侵犯隐私等类型， 但实践

中网络敲诈、 恐吓、 骚扰、 跟

踪等新型方式均已出现。

吕红兵认为， 应加大依法

治理力度， 增强社会普遍认

同， 形成共享共治网络空间格

局。

建议专门立法，扩

展侵害对象民事主体

吕红兵建议， 充分借鉴反

电信网络诈骗立法实践， 制

定统一的反网络暴力法， 推

进网暴治理模式从碎片化到

体系化、 提高网暴治理整体

效能。

“通过统一的反网络暴力

法， 宣示反网暴不仅是为了保

护个体权益， 更是以维护网络空

间秩序、 保障网络社会安全为宗

旨。” 吕红兵建议， 将网暴侵害

对象扩展到民法典规定的民事主

体， 包括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

组织。

关于网暴行为方式的界定，

他建议采用“列举 + 兜底” 模

式， 涵盖侮辱谩骂、 造谣诽谤、

侵犯隐私权， 以及网络敲诈、 恐

吓、 骚扰、 跟踪等实践中常见行

为。

“还可以通过统一的反网暴

立法， 推进行政与司法机关协同

联动， 强化涉网暴案件行、 刑、

民衔接， 优化线索和证据移送。”

吕红兵尤其指出， 对利用 AI 特

别是深度合成技术实施网暴的，

应依法严惩。

“要在国家层面建立反网暴

工作机制， 实现跨行业、 跨地域

协同配合、 快速联动。” 吕红兵

说。

“键盘侠”网暴伤人 企业频遭侵害……
吕红兵委员：建议加快制定“反网络暴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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