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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事司法制度研究在法治社会的意义以及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司法改革进程中的突出地位已毋庸赘述，
但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展开和逐步深化对于民事诉讼法研究需求的骤然增加，并没有使中国的民事诉
讼法学脱离“弱势学科”的地位。由于长期在奉行“重刑轻民”、“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文化背景
中，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积累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外国民事诉讼法和比较民事诉讼法方面起步较晚，
无论在研究资料收集、研究人员知识储备，还是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都显得明显不足和落后。这种
状况严重局限了学术视‘野和学术品位，无法适应法制变革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因此，尽管在原版信
息渠道发达、其他学科的翻译文献已汗牛充栋的今天，介绍一批权威的、体系化的、原理性强的国外
民事诉讼法学的学术作品，仍然必要而迫切。特别是在民事诉讼法典修订之前，对于我国学界常常引
为权威支持的现代西方国家民事诉讼法制度的全面了解，能减少盲人摸象似的无谓争论和法律移植的
断章取义；对于这些制度背景、功能、原理、价值目标的深入考察，有助于形成以问题为对象、以语
境为依托，立体和动态的比较研究氛围，避免在法律移植中出现拾人牙慧的状况。“民事诉讼法学精
粹译丛”正是基于这些背景和需求应运而生的。本套丛书在选题方面，充分考虑我国读者的法律文化
背景和正在进行的  司法改革的需要，追求法域范围的全面性、题材的多样性、原著的经典性，并尽
量避免与国内已有的翻译作品重复。在入选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  日本、俄罗斯著作中，分
别突出了各自民事程序制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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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仲裁科学探索:实证研究精选集》收录了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现存的实证研究经典文献，同时还包
含几篇首次发表的原创性论文。《国际促裁科学探索:实证研究精选集》首次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国
际商事仲裁进行系统研究，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从当事人为什么同意仲裁、仲裁条款、仲裁程序、
仲裁员选定、作出决定的规则与准据法、仲裁裁决等方面对仲裁程序进行了实证分析。每一部分都添
加有介绍性评论，对该领域的法律和实践进行综述，概括和评价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并指出未来研
究的可能方向。《国际仲裁科学探索:实证研究精选集》不仅对关心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学者和实务人
员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其他领域从事实证研究的人员也能提供方法论方面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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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的实证视角第二部分 为什么用仲裁解决国际纠纷?　评论　关于国际商业纠纷仲裁与和解的一项
调查——仲裁的优势　国际私人商事仲裁——律师和商人的期待与感受：一项强制排名分析第三部分 
仲裁条款　评论　如何起草仲裁条款(修订版)第四部分 仲裁程序　评论　关于国际仲裁程序的调查　
规制竞争及国际仲裁地点　对UNCITRAL关于临时救济的调查问卷的分析　仲裁员担任调解员：一些
最近的实证见解第五部分 仲裁员的选定　评论　当事人单方指定的仲裁员与通过名单选定的仲裁员—
—一个比较研究　仲裁员选定与国际仲裁法中的规制竞争　角定仲裁员的费用——一项国际调查第六
部分 作出决定的规则与准据法　评论　关于跨国法在国际合同法和仲裁中的适用问题的CENTRAL调
查：背景、过程及节选的结果　商业规范、商事法典与国际商事仲裁第七部分 裁决　评论　国际商事
仲裁中的裁决后经历　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执行：对中国执行状况的统计评估　实事求是：对中国
仲裁裁决执行的实证研究　仲裁员并不“劈分婴儿”——来自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证证据．第八部分 
未来方向　仲裁决定过程的行为分析附件　附件1　关于国际仲裁机构受案量的数据　附件2　关
于ICC仲裁的数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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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反馈者确认的仲裁的“两个最重要的优势”是仲裁庭的中立性和国际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其
他一些重要的优势（尽管总体而言没有中立性和可执行性那么重要）是通常仲裁所具有的仲裁过程的
保密性，当事人可以挑选专家组成仲裁庭，没有上诉程序和有限的证据开示程序。依照反馈者的排序
，国际仲裁的“微弱优势”是仲裁过程的迅捷和友善，以及仲裁裁决更容易得到自愿履行的可能性。
排在最后的优势（布赫林一乌勒将其描述为“不相关”或“不存在”）是仲裁声称的较低成本和结果
的可预测性。根据这些结果，布赫林一乌勒最后认为当事人选择仲裁是对“在国内法院进行国际纠纷
诉讼出现的特定问题”的一种反映，而不是期望“创建一种根本不同于诉讼的程序”。布赫林一乌勒
设计了一些具体问题，以便在与国内法院诉讼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说明国际仲裁的成本和速度。这项调
查要求反馈者确认仲裁与诉讼相比“一般情况下花费少”、“一般情况下花费并不少”或者“只在特
定国家或特定类型的案件上比诉讼的花费要少”。对于仲裁是否比诉讼速度快，问卷给予了反馈者类
似的选择。布赫林一乌勒归纳调查结果如下：“总的来说，仲裁被认为比诉讼速度快但花费并不比诉
讼少，不过不同地域的反馈者所持的态度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美国人“对仲裁的迅捷持有较
大的怀疑态度”，但“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成本优势则比样本中的其他反馈者更持肯定态度”）。仲
裁是否比法院诉讼更快或者成本更低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影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
场所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它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由于案件选择偏差的存在，将法院案件与仲
裁程序进行的直接比较并不成功。仲裁员仲裁的案件与法院审判的案件是不相同的，因而将实际仲裁
程序的平均成本和速度与法院实际案件进行比较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不同国家
的法院体系不一样，因此比较的基准极为关键：仲裁在一个国家可能比诉讼更便宜或更快，但在另一
个国家则并非如此。一个可能的方法是把实际案件的数据作为一项仲裁费用实验研究的一部分。研究
者掌握了关于诉讼案件的实际费用数据后，要求当事人的代理人基于诉讼案件的事实估计其在仲裁中
的可能费用，或者相反。通过向当事人的代理人调查各类案件，并将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一个研究
者也许能够获得一些关于可比较案件的仲裁和诉讼费用情况的洞见。另外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对产生于
同样或相似事由的案件进行比较，在这些案件中，一些当事人同意仲裁，而其他当事人并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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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仲裁科学探索:实证研究精选集》：民事诉讼法学精粹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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