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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仲裁研究(第29辑)》内含“专论”、“探索与争鸣”、“国际商事仲裁”和“仲裁实务”等五个栏
目。其内容包括从仲裁角度看中小企业融资纠纷的法律风险、仲裁请求撤回：仲裁天平之上合法性与
适当性失重现象透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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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 论
从仲裁角度看中小企业融资纠纷的法律风险
探索与争鸣
专家证人制度对我国鉴定制度的借鉴意义
仲裁请求撤回：仲裁天平之上合法性与适当性失重现象透析
仲裁抑或诉讼
——基于顾客让渡价值的分析
论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
国际商事仲裁
国际商事仲裁的立法趋同化运动之初探
浅析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的适用
仲裁实务
浅议无效合同的仲裁(诉讼)时效问题
关于仲裁审理房产中介居间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的
调研报告(下)
二手房交易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一起二手房买卖纠纷引发的法律思考
论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中的地位
热点探讨
关于住宅小区车位车库的权属问题
个人网店法律地位探析
——兼评《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第10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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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仲裁司法监督的理论基础 特定法律制度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
的时候总会基于一定理论。仲裁的司法监督所依赖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两点： 1.对于任何权力（当
然包括仲裁员作出仲裁的权力），都有必要加以一定的监督。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势必会导致权力
的滥用，就容易产生腐败。中外古今，概莫能外。18世纪中期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
》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据此，对于商事主体双方自愿选择仲裁庭作出的裁
决，一旦发现其确有违法之处，包括在实体内容上的违法或在程序运作上的违法，当然应有相应的机
构对其进行监督，以纠正其错误。 2.法律的尊严，在于它的公正，即秉公执法。对已经作出的仲裁，
如果事后发现其确有实体或程序上的错误，只一味地强调仲裁的“终局性”而不允许通过特定的监督
程序重新予以审查、审理和作出必要的纠正，不但不能积极维护法律的尊严，反而会严重损害法律的
威信。这就存在一个法的价值冲突的问题，当裁判的终局性与裁判的公正性及合法性相冲突时，公正
性与合法性应优先于终局性。 （三）仲裁监督的方式和体制 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对当事
人之间的争议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同时涉及程序性问题和实体性问题，
而对仲裁进行监督也会出现对实体性还是程序性问题进行监督的分歧。理论界将对实体性和程序性问
题一并进行监督的方式称作“全面监督”，而只对程序性问题进行监督则是“程序监督”。持“全面
监督论”观点的学者主张，仲裁司法监督是一种对仲裁过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介入和干预的权力，
应当实行“既问程序适用，又究实体对错”的“双重监督”，这实际上赋予了司法机关裁判仲裁公正
与否的权力。此理论认为，仲裁的高度独立性会导致其成为失控的“执法独立王国”，为了预防仲裁
及时性和终局性所隐含的弊端造成的错误，从维护公正的角度出发，司法监督应当涵盖仲裁的实体性
内容。而持“程序监督论”的学者则主张，仲裁的司法监督只应限于审查仲裁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是否
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程序因素，而不应涵盖其实体性内容，这一理论认为，“各国立法者的
任务，就是要在当事人充分的意思自治和适当的司法监督之间寻求平衡”。当事人自愿选择仲裁的同
时就意味着放弃选择通过诉讼纠正可能存在的实体性问题的权利，这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追求仲裁
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心甘情愿承担实体风险的结果，也是商事主体意思自治的表现，法院不应该过多干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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