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一 千锤百炼，玉汝于成

——我所看到的黄天时律师的成长历程

黄天时律师是我在数年前为一家国有大型企业改制提供咨询服务

时认识的，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踏实、谦逊、兢兢业业、勤奋好

学的青年才俊。那是一次专业合作的邂逅，时光匆匆未及深谈，他家

境贫寒、苦心励志的成长经历是我与他在其后的电话交谈中获知的，

每每念及此中情由总是会有感动，一种难以排遣的情绪时常涌上心

头。他是一位通过个人奋斗而获得成功的律师，经年的术业积累促进

其事业不断发展，前途远景也是一片光明。

律师是一种相对自由的职业，从业者以自己的学业背景为依托，

集智慧、才华、经验、学识、情商、思考力、判断力、口才、机敏等

种种素养与技能于一身为社会提供服务。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应该

说是律师从业的起点，但由一个证书的持有人走向一名成功的律师，

恐怕还要经历一段艰难的蜕变过程。个人的历练是必不可少的，但师

傅的传帮和平时的阅读感悟也是很有价值的学习路径。黄天时律师出

于补益新人的心思将自己的律师从业足迹描述出来，写成书并付梓出

版，是一种善举，是一种古道热肠，也是一种公益心的行动。对此，

我表示赞赏。数天前，他约我为他的这本书作序，我欣然应允。不久

前，我们见面，浏览了本书清样稿，提了我个人的一点修正意见，我

也赶快写就了几句话，向公众推荐此书。

这本书不仅有业务技能的介绍，更多的是技能之外的“秘籍”：比

如成为律师应该做哪些准备？如何寻找适合特定人士的律师事务所？



新律师该如何融入团队？怎样避免对合伙人、授薪律师的绝对依赖，

如何度过从律师助理、工薪律师到提成律师的“断奶期”？身处矛盾漩

涡的律师如何处理各种关系，防范职业风险？怎样提升律师的品位？

如何开拓案源，谋求生存、发展之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都

是新律师经常碰到而又束手无策的问题。黄天时律师在书中以大量翔

实且鲜活的案例和故事，破解上述难题，提出实实在在的应对之策。

不仅有成功的经验介绍，也有失败的教训警示。

黄天时律师凭着一股韧劲与好学敏求的精神，从一名打工者、自

学考试毕业生成长为在京城执业的律师。其认真、执着、坦诚、乐观

的性格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支撑他克服了种种客观的窘迫和内心曾

经激烈翻腾的苦闷，这对律师事业的后来人是有启迪和鞭策作用的。

我们不必复制他的坎坷阅历，但别人的经历会给我们留下比较的路

标，以便我们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前行方向。期望读者能

够从阅读本书中获取个性化的教益。

甘培忠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二 “道器并重、力促法治”是我
们共同的道德律令

现代社会中，法制是基础性、最低线的社会运行和调整工具。真

正促进公平、公正等价值的法律才能被认为是良法，良法被普遍地服

从。纵观历史和现实中的世界，可发现法治已成为人类迄今为止所能

够创造出来的最有效保障人的尊严和福祉的政治法律文明成果，也是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坚实保障。

改革开放后，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步伐大幅迈进，律师业得以

快速发展，中国法治事业有所进步。我于1990年从北大法律学系毕业

后，通过了当年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后更名为国家司法考试，2019
年更名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从1998年开始兼职律师执业。从1997
年开始，在安徽几个市县，通过行政诉讼等方式，为众多弱势群体提

供了两年多的法律援助。2003年至2008年，我在山西、河北、安徽等

地对众多人给予了法律援助。从这些经历中，深刻认识到中国法治事

业建设的方向。

从中外近现代政治法律文明的历史及其演化逻辑中，可发现律师

职业既需要道义、勇气，更需要知识、智慧，是典型的良心活、技术

活，是“道、勇、智”的统一。

其道义、良心的特质，主要是指律师应当服膺和捍卫公平、公正

（正义）等价值，一方面须努力、有效地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正当

利益；另一方面要恪守法律公平正义，不可损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其勇气的一面，主要是律师必须坚定不移地守护上述价

值，与危害公平、公正的任何组织、个人作坚决抗争，维护社会总体

利益。其知识性、智慧性的特征，不难理解。社会是极为复杂、不断

演化的系统，社会关系、行为、结构、机制与相应的法律制度都高度

复杂，法律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变动性是显著的。因而律师职业

需要的法律知识、其他相关专业知识、社会经验性知识和学习、实践

能力，以及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技术，也明显多于大多数职业。正

是因为律师业在知识、智慧、能力等方面的门槛很高，需要不断学习

和实践，很多人难以进入此行业，故律师业的社会评价也相对较高。

律师业“道、勇、智”的统一性，也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他们或

通过法学院校的系统培养，或通过其他有效的教育途径，甚至还有些

人自学成才，加入了律师行业。本书作者黄天时律师，曾是这样的一

位有志青年，现在已是一名较有成就的律师。

1997年秋冬，笔者在北大法律学系（1998年改称法学院）做博士

生时，认识了黄天时。他曾经在深圳等地打工，积攒了学费、生活

费，从南方来到北京，参加法学教育培训班。他用一年时间完成了其

他人需要两年才能完成的法学专业“大专”课业，用两年时间完成其他

人需要四年才能完成的法学本科课业，不久便通过了全国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后很快做了专职律师。对法律、法学和律师职业，他不仅具

有深度、持久的兴趣和热忱，更付出了常人所难以达到的勤奋。我经

常以黄天时律师的经历，激励后来的年轻学子。

黄律师对自己的专业学习、执业经验作了系统的梳理、总结，写

出了本书。本书主要是对法律实践技术、方法的探讨和归纳，既是专

业律师的工作手册，也是其他公众理性决策、合法行为、维护权利、

践行法治的通俗读本。不同专业、层次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



从中有所收获。当然，对法律实践方法、技术的总结，是长期的、常

新的，是艺无止境的，作者需要不断努力。

在黄天时律师的著作出版之际，笔者很荣幸地写出上述感言，分

享他的喜悦，权作本书的序言。作为法学研究、教育的实践者，笔者

建议并希望黄天时律师和更多的律师朋友，高度重视律师业“道、勇、

智”的统一性，更深刻、持久地关注法治相关的道义、正义价值，“道
器并重，力促法治”——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使我们的生命历程

更有尊严和美感。这也是所有法律人、法学人应服膺的道德律令。

陈步雷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自序 从高考落榜到律师执业

——只要有恒心，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人都可以做律师

回想自己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真有点命途多舛的感觉。与

同龄人相比，我所走过的道路可谓艰辛曲折：幼年丧父，在亲友的资

助下读完高中，因数学极差而高考落榜，而后经历的生存之路更加崎

岖不平——回家晴耕雨读、乡下中学代课谋生、南下广东打工四载。

幸运的是无论身居何处，我始终没有丢下书本，哪怕在打工所处

的地下室的昏暗灯光下，我也在如饥似渴地翻阅各种杂书。1997年北

上京城，以四年打工所得进入中国政法大学自考班就读，一年通过13
门课程，取得大专文凭。1998年秋，一次性高分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2000年本科毕业后，加入“职业考研”大军，无奈报考北京大学屡试不

中。2003年5月我取得律师执业证，成为律师。

做律师伊始，没有案源，没有客户，四顾茫然。周围认识的人除

了律师就是学法律的学生。更为难堪的是，暂时没有哪个律师愿意收

我为徒。经过大量投递简历，向律师事务所实施地毯式的求职轰炸，

终于有一位新成立律所的主任律师同意收留我。然而，由于本人生性

愚钝，老不开窍，急于用人的师傅没有耐心来治愈我这慢热的毛病，

上班不到两个月我就难以继续了。万般无奈，我只好再找一家律师事

务所从头做起。没有师傅领路，靠自己瞎摸乱闯，一路上坎坎坷坷、

悲悲喜喜，不知走了多少弯路。硬是凭着客家人与生俱来的自强不

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以及对律师业的坚定信仰才坚持下来。经过



数年打拼，现在终于有了相对固定的客户和稳定的收入，担任几家公

司的法律顾问，总算在京城站稳了脚跟。

陈述个人的成长历程并不是为了博取他人的同情，而是为了说明

像我这种资质平平的人（有个了解我的朋友曾用“老实偏蠢”来形容

我），在这么低的起点上都可以做律师，有什么人不能做律师？只要

你通过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又有持之以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

神和不辞劳苦、脚踏实地的行动，你就一定能比我做得更好。希望我

的经历能使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你少走弯路，更快获得成长，这就

达到我写本书的写作目的了。

黄天时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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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为律师，蓄力启程

——律师助理的困境与出路

第一节 做律师，你准备好了吗

在司法考试（现已改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个千军万马挤独木

桥的搏杀中，你一路过关斩将，成功突围，捧着分量不轻的职业资格

证书，内心的喜悦自不待言。对于已在司法岗位且想要通过法律职业

资格证书来获得进一步提升的人而言，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

云”。可对于多数还没有职业定位的人来说，接下来的问题就变得非常

现实：如何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怎样把熬夜、吃苦换来的资格

证书用到最合适的地方？在安逸而稳定的工作与夹杂风险挑战的法律

工作之间如何取舍？理论上讲，从事法律职业，你主要有四种选择：

做法官、检察官、律师或公证员。

从表面上看，做律师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多一些，但是律师事务所

不是混饭吃的地方，进来容易立足难。可以这么说，律师是法律职业

中最好入门却最难长期坚守的行业。作为过来人，对于想做律师的朋

友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但最想说的是下面的话。

一、做律师是个苦差事

影视剧中的律师，总是那么光鲜亮丽、体面尊贵，同各行各业一

样，其背后的艰辛也让人难以想象。在我看来，做律师最重要的就是

拥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首先，律师需要辛勤工作才能养家糊口，进而



有可能丰衣足食。法官、检察官，有稳定的薪酬和福利，有稳定的晋

升加薪渠道。律师则不然。律师是自由职业者，在享受自由工作时间

的同时，也失去了基本的职业保障。如果你是工薪律师，你必须以出

色的工作业绩和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来获得老板的认可，否则，你今

天在这个所干，明天就可能走人；如果你是提成律师，则更加依赖自

身：没有案源，没有活干，连生计都是问题。其次，律师是社会法律

工作者。有时候律师为了调取一份证据费尽周折、跑断腿、磨破嘴皮

也可能劳而无功。在这种情形下，还指望懒惰的律师有什么成就，那

简直比天上掉馅饼还难！最后，律师从接待当事人到调查取证、起诉

应诉、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法庭交锋、诉讼调解，既要跑腿又

要动脑，没有一项是省心的工作。至于出差办理外地案件，律师除了

舟车劳顿之外，还身处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面临的诉讼艰辛和职业风

险也就更多。如果你对“辛苦”二字过敏，那就趁早别做律师了，这一

点是毋庸置疑的。

就我而言，因为我命运多舛，所以与以前的经历比较起来，并未

觉得做律师有多苦。我六岁丧父，在家庭经济极端窘迫的情况下读完

小学和中学，十七岁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就开始自谋生路，闯荡

世界。在偏远山区当了一年代课老师后，回家“修理地球”，把地球上

的最后一颗螺丝拧紧后，便坐上南下广东的绿皮火车，想追逐那雷霆

万钧的珠江浪潮。因为没有技术，没有文凭，也没有交上好运，在高

楼林立的广州、深圳、珠海，走遍大街小巷仍找不到工作。看着潮起

潮落的珠江，在滚滚的打工潮中竟然找不到一朵属于自己的浪花，最

后只好打道回府。更糟糕的是，在坐长途客车返乡途中，遇到劫匪，

身上仅有的50元钱也被洗劫一空。身无分文的我无法回家，便在粤北

小县城下了车。幸运的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酒店的老板收

留了我，接下来是四年艰苦的打工生涯。有了这种磨难垫底，什么苦



都不在话下了。但是现在刚做实习律师的，绝大多数都是青年人，是

在社会进步的大环境中从学校到社会一路顺风顺水走过来的，其吃苦

精神也大不如上一代。想要从事律师行业，在职业选择中，首先应该

做好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

二、激情、学识和沉稳，一个都不能少

律师首先要养家糊口，但如果仅仅把律师这一职业当作谋生的手

段，那或许就只能解决这么一点问题，做不了一个好律师。我的建议

是，从进入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天起，就应该把律师当作事业来做。干

事业就得有激情。就像一个小伙子对一个姑娘，应该有一个从恋爱到

结婚的过程，开始交往后爱上她，对她倾注热烈的爱，然后才决定与

她相守一生。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婚姻无不有持久的爱情做基础。

同样，那些能做大、做强的律师也是对律师事业倾注了巨大热情的。

做律师需要热情，但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还得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以及为了更新知识储备而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

做律师首先要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应该说通过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的人已基本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但仅有这点专业知识是远

远不够的。首先，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律师要是不能与

时俱进地学习，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其次，律师干的不是一个纯法

律的活儿。律师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其工作深入社会各个层面，

除法律知识外，还得具备丰富的社会知识和广博的学识。每做一个案

件，都得具备相关的背景知识乃至专业知识。有经验的律师都有这样

的体会：一个对某方面专业知识一窍不通的律师，很难接下这方面的

专业案件，而一旦律师做完一个专业案件，他就几乎成了这方面的专



业人士；同样，有这方面专业背景和专业经验的当事人也因诉讼成了

半个法律专家。

记得我刚开始做提成律师，独立开拓客户之时，有位朋友给我介

绍了一个房屋装修合同纠纷案。当事人李先生是个学业有成的海归，

在一个商贸圈租了一个300平方米的写字楼，准备开一家科技发展公

司。他花高价请装修公司进行精装修。谁知这家装修公司并没有自己

的专业施工队，接活儿之后，又低价转包给一个包工头，包工头临时

雇了几个民工开工装修，结果装修工期一拖再拖，活儿干得一塌糊

涂，消防设施多次验收不过关。李先生与装修公司交涉无果，打算聘

请律师启动诉讼程序，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由于我从来没有接触

过装修方面的法律实务，对装修知识一窍不通，什么地漏、踢脚线、

消防喷淋一概不懂。至于什么牌子的涂料比较好，刮腻子是怎么回事

更是一无所知。与李先生接触后，难以就案情深入交谈，也难以提出

有价值的意见来，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诉讼经验不足是案件没

有谈下来的主因，但也与自己不懂装修知识有关。当事人显然不放心

把案件交给一个外行的律师去做。

要求一个律师什么都懂，显然不现实，但你在准备一个案件时，

花时间去“恶补”一下相关知识，却是大有必要的。有了这次失败的教

训之后，每次涉及自己不熟悉的行业知识时，如果时间来得及，我都

会事先了解一下相关方面的背景知识。有可能的话，甚至叫上一个专

业人员一同洽谈。在第一次接触医疗事故纠纷案件时，我就曾多次请

教一位资深的专业医生；第一次做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时，我也曾

特邀一个这方面的专业律师加盟操办，并从专业律师那里学到许多专

业的知识经验。现在起步做律师的人，有幸赶上网络时代，信息搜集

极为方便，只要上网搜索一下，获取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不难。



做律师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的过程，要养成时时处处在学

习、在观察、在积累的习惯，做生活中的有心人。当你在房产中介公

司门前久等公交不来时，可以询问房屋买卖的手续，积累这方面的知

识经验，既长经验，又消除了等车的烦恼；当你在银行营业厅等待办

理业务时，也可以主动与等待人员聊聊天，说不定你身边的人是个评

估公司的专业人员，你能从中了解一些财产评估方面的知识，或者他

是个物流公司的司机，能告诉你一些货物流转的行业惯例。总之，只

要你用心，又是个胆大心细脸皮厚的人，就没有什么学不会的。

稳定的心理素质、超强的抗压能力也是从事律师行业必不可少的

条件。律师的核心工作就是给人排忧解难、化解矛盾，而律师本人则

经常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面临各种压力。因此，律师要有稳定而良

好的心理素质，先稳住自己，然后才能稳住当事人，稳住案件。律师

要有在复杂的情势下处变不惊，从容淡定的心理素质。如果稍有风吹

草动就惊慌失措，乱了阵脚，那在法庭上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意外情

况？当事人又怎能信任你，敢把案件托付给你去办？

三、得体的装扮和文明的举止，是获得律师职业身份认

可的加分器

律师是典型的白领，人们心目中的律师形象就是衣冠楚楚、妙语

连珠。这些影视剧中的律师形象虽然与生活中的律师有一定差距，但

是由于这种形象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如果你与此形象相去甚远，

穿戴邋里邋遢，说话支支吾吾，当事人见到你时，就可能产生巨大的

心理反差，进而对你产生不信任感。

四、关心热门话题，积累谈资，律师最怕交际场合“冷
场”



律师应该是在公共场合敢于说话而又善于说话的人，律师给人的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能说能侃。为此平时就得多读书看报，积累素材，

搜集谈资，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在我们这个知识大爆炸的年代，

获取资讯的途径更多了，除了传统的书报，网络、电视、广播等现代

传媒都是快捷有效的途径。有了谈资，你才能搭上话题，才不至于在

社交场合“冷场”。

做律师的就怕冷场。刚出道做律师时，在一次饭局上，我的带教

律师与当事人相谈甚欢，我努力寻找话题切入点。当他们谈到现代人

喜欢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古人时，我立即引用了一句经典名言，这句

话引起了众人注意，很自然地就把谈论话题转到我这边，我就有机会

说一下自己的情况，带教律师也顺便把我夸了夸，说我爱学习，有比

较好的理论功底，知识面广。这种捧场无疑会增加我在当事人面前的

分量。

五、律师干的是“较真儿”的活，养成做事认真的习惯

双方当事人但凡有一方肯退让，可能都不会请律师来解决他们之

间的纠纷。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或是委托律师进行协商谈判，往往都是

走到针尖对麦芒、寸土必争的地步了。对于锱铢必较的当事人，律师

唯有以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才能胜任。从律师的实际工作内容来

说，无论是诉讼还是非诉的活儿，经常是材料一堆，千头万绪，需要

律师以抽丝剥茧般的认真和耐心来理出头绪，找到合适的应对方案。

有时就连一个字、一句话也要反复推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严谨、

认真是律师的基本素养，马虎、松懈的人做不好律师。

我在河北井陉出差办案时，看过当地一个拉花艺术团的演出，演

员对演出的认真劲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井陉县位于河北省西部



边陲，冀晋接合部，乃冀通衢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驰名中外的

韩信背水之战、著名的百团大战，井陉都是主战场。“井陉拉花”，只

是一次观赏，我就理解了为什么“井陉拉花”能蜚声中外。那是在2012
年春节过后，我去井陉办理一个交通事故案件。因为是上午开庭，所

以我在开庭前一天就赶到了井陉。法院位于县城城乡接合部，我租住

的宾馆就在法院附近。晚上，附近的村委会为庆贺新春，邀请井陉县

拉花艺术团来演出。我本来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随意前往观看一下

的，孰料节目很精彩，马上就吸引了我。更让我佩服的是，演员演得

非常认真。尽管天寒地冻，又是露天舞台，但是演唱《荷塘月色》的

女演员为了映衬夏天的歌词情景，硬是穿着薄如蝉翼的裙子出演。男

演员穿着笔挺的西裤，候场时就一直站着，我事后问一个男演员为什

么不能坐一坐，他说如果坐下来，可能会把裤线弄褶皱了，不好看。

演出场地门可罗雀，加之在寒意侵袭下，仅有的几名观众也陆陆续续

离场。我顶着料峭的寒风坚持到最后，发现演员始终在认认真真地演

出每一个节目，哪怕到最后拍手鼓掌的只有我一个，他们也坚持认真

演完。做律师需要的就是这种心无旁骛、精雕细刻的“工匠精神”。

第二节 寻找适合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做律师要迈出的第一步是什么呢？良禽择木而栖，开启律师职业

历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寻找一个适合你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种类

繁多，从规模上来讲，有大所与中、小所之分；从专业方向来看，有

综合所与专业所之别。刚出道的准律师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律所为好？

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所的优势所在



大型律师事务所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有大牌律师，有很高的

知名度，有很多接受媒体采访的机会，有丰厚的社会资源。如有机会

进入大型律师事务所，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类律师事务所

分工比较精细，新手难有全面锻炼的机会，或许干上一年半载还是在

做同一件事。

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小所也有引人入胜之处

小型律师事务所也同样有不可取代的吸引力，人员稀缺，门槛较

低，新手锻炼的机会多，常常是一个律师只有一个助理，甚至几个律

师共用一个助理的情况也不足为奇。因此，虽然小型律师事务所的培

训机制没有大所健全，但是实务的操练机会往往比大型律师事务所

多。当然，小型律师事务所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资源没有大型律

师事务所丰富，接触优质客户的机会相对较少，管理上也没有大所规

范。

三、绕树三匝，何枝可依——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不管大所还是小所，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根据自身情况，我觉

得从以下角度去寻觅适合你的律师事务所，或许能有所斩获：

第一，有好的律师带你。

这是你选择律所时最值得考虑的条件。过来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第一个带你的律师给你的影响最大，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终身的！因

为这时你还是一张白纸，第一个师傅给你什么——无论是好是坏，你

都能接受，而一旦接受了就根深蒂固，很难更改。记得我的第一个师

傅在修改我写的起诉状时，将我写的“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修改为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并将宋体四号字改为仿宋三号

字，说是与判决书的标准字体接轨，让法官看着舒服。我觉得师傅说

得很有道理，自此我的起诉状都是这么写的。有次我看到一位律师的

辩护词这样写：本律师接受被告人家属某某的委托，担任被告人的辩

护人。我告诉他，虽然实际上是你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但是律师事务

所与被告人家属签的合同，正式的文书应当说是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

人家属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他说从刚入行到现在

一直是这么写的，我有点惊讶他还犯这种错误。

好的指导律师的标准是什么？在我看来，不外乎“专业规范，诲人

不倦”这八个字。这里要特别强调规范。律师是充满风险的职业，只有

处处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获得执业安全。一个不讲规范的律师，很

可能从一开始就把你带上歪路。另外，指导律师的专业水准也不可忽

视，如果水平太差，不仅影响你目前的进步，甚至可能给你的职业生

涯带来长久的负面影响。

第二，律所的专业定位适合你。

随着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律师的专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因此，

执业之初就得考虑将来的专业方向。如果能找到一个专业特色与你个

人将来的专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律所，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样的律所

将给你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和发展方向。比如，你对刑事案件感兴

趣，而你找的律所又恰好有刑事业务部，有专业的刑事律师团队，那

你就像中彩票一样幸运，接下来就是尽快融入该团队。

第三，有最低的保障（工资或案源）。


	封面
	序一 千锤百炼，玉汝于成
	序二 “道器并重、力促法治”是我们共同的道德律令
	自序 从高考落榜到律师执业
	目录
	第一章 初为律师，蓄力启程
	第一节 做律师，你准备好了吗
	第二节 寻找适合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