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9345139

10位ISBN编号：7509345138

出版社：于语和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05出版)

作者：于语和,刘晓梅,刘志松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于语和，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法史法理教研室主任。2004—2005年赴宁
夏司法厅挂职，任司法厅党委委员、厅长助理。2010年4月至今，兼任天津市人大代表进修学校副校长
。“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天津市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之一。全国”四
五”普法先进个人。主要从事于法理学、法史学、法律文化、民间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主
持国家级1项、省部级6项科研项目。出版专著15部，发表学术论文110篇。代表作有：《近代中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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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一、传统中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一）农村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官民同构
（二）传统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性——乡土社会
二、当前农村纠纷现状
（一）当前农村纠纷出现多样化
（二）导致当前农村纠纷多样化的原因
（三）当前农村纠纷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
（四）农村社会纠纷的变化对农村秩序的影响
三、当前农村纠纷的解决机制
（一）诉讼机制
（二）非讼机制
（三）行政机制
（四）当前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不足
四、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想
（一）依据矛盾性质选择纠纷解决机制
（二）落实人民调解制度
（三）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
（四）深入开展普法工作，提高农民法律意识
（五）完善农村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制度
（六）完善派出所解纷功能
（七）完善小额诉讼程序解决农村纠纷
第二章 农村司法与行政解纷机制
一、司法解纷机制
（一）司法解纷机制的界定
（二）农村诉讼解纷的现状
（三）农村诉讼解纷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应对之策
二、行政解纷机制
（一）行政解纷机制的界定
（二）农村行政解纷机制的现状
（三）农村行政解纷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第三章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调解制度
一、调解制度概述
（一）调解的内涵及社会思想基础
（二）调解的特征和分类
二、人民调解
（一）人民调解制度的内涵及发展历程
（二）人民调解的运行机制
（三）人民调解制度的优势
（四）当前人民调解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分析
（五）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三、行政调解
（一）行政调解的内涵、特征及分类
（二）行政调解的对象和效力
（三）行政调解的优势和不足
（四）完善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
四、司法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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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调解的内涵及特征
（二）司法调解的优势和不足
（三）司法调解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意义
五、“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
（一）三大调解制度的关系
（二）三大调解制度有机结合的探索及分析
（三）“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的发展方向
第四章 农村刑案“私了”与刑事和解
一、我国农村的刑案“私了”现状分析
二、当前我国刑事和解的制度架构
三、刑事和解的域外理论与实践
（一）主要理论
（二）域外实践
（三）实践模式
（四）启示
四、刑事和解本土化的可行性论证
五、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设想
（一）国内司法现状
（二）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设想
第五章 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回顾与展望
一、对中国古代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检讨
（一）中国古代的民间调解传统
（二）人民调解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三）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从民间调解到人民调解
二、对国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检讨
（一）美国的adr模式
（二）日本的adr模式
（三）英国的adr模式
三、参古酌西：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想
（一）推进司法改革：增强诉讼制度化解纠纷的能力
（二）创新制度：建立和完善非讼纠纷解决机制
（三）建立协调机制：实现诉讼内外的衔接与互补
（四）营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良好环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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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发展进一步开辟了可能的空间，打破了纠纷解决模式选择过程中司法垄
断的神话。摒弃一元法律观，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秉承法律多元的理念和理论预设，是研究农村
纠纷解决的一个基本立场和进路。    于语和主编的《中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着重对农村纠纷发
生的机理和社会背景以及纠纷解决的内核与模式进行全面的探讨，这一探讨既包括时间维度也包括空
间维度，既有横向的对比也有纵向的对比，力求在比较广阔的研究背景中展示农村纠纷传统解决模式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纠纷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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