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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和解研究》

内容概要

《纠纷和解研究》从作者唐峰所从事的纠纷解决实践经验出发，总结、梳理、反思了多年实践中所积
累的材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认真构造了相关的理论体系，将调解、辩诉交易等都纳入“和解”的范
畴进行研究，对“和解”进行了新的定义，提出了“自决、合决、他决”的纠纷解决模式分类、“三
元一体”纠纷解决机制概念。对“和解”进行了主体、规范、事实三个基本要素的结构分析，并细致
地分析了各种基本要素在具体纠纷解决中的运作状态及其功能。认真总结并提炼了“和解”的功能及
其实现路径、“和解”的分类，最后从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相关联的角度，重述了研究“和解”的重
要价值和意义。
    《纠纷和解研究》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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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和解研究》

作者简介

唐峰，男，1971年10月生，汉族，山东省莱阳市人。山东省威海市公安局民警，1994年参加工作至今
一直从事各种警察法律实务。1994年获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97年
获律师资格，2003年获山东师范大学英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山东大学法律硕士学位，2011
年获山东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和法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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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和解研究》

书籍目录

总序第二辑说明第三辑说明内容摘要导论  一、选题缘由    (一)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  
 (二)传统解纷方式需要反思整合    (三)个人的经历与思考面向  二、研究现状    (一)国内现状    (二)国外
现状  三、选题意义  四、研究方法第一章  和解的含义、本质与原则  一、含义：“合意”解纷    (一)和
解的内涵    (二)和解的外延    (三)和解中的“非合意因素”  二、本质：意思自治    (一)意思自治的含义
、历史与基础    (二)公法纠纷解决中的意思自治    (三)意思自治的扩张  三、原则：推定与程序监控    (
一)和解原则的条件    (二)推定原则    (三)程序监控原则第二章  和解的结构分析：主体  一、当事人  二
、第三人  三、官方第三人    (一)角色定位    (二)权威弱化    (三)和解偏好  四、民间第三人    (一)官方化
的民间第三人    (二)纯粹的民间第三人第三章  和解的结构分析：规范  一、国家规范    (一)制度性支持  
 (二)权利诉求基点    (三)和解直接依据    (四)攻防策略工具  二、民间规范    (一)支持权利诉求    (二)和
解直接依据    (三)支撑国家规范    (四)传承多元文化  三、关系规范    (一)关系规范的含义    (二)关系规
范的机制    (三)关系规范的功能    (四)关系规范的控制  四、规范互动    (一)国家法和民间法互动在纠纷
和解中的样态    (二)关系规范和纠纷解决者个性是影响和解中国家法和民间法互动样态的变量    (三)变
量在纠纷自决、裁决中对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的影响第四章  和解的结构分析：事实  一、事实要素概
括性  二、证明要求意会性  三、事实面向未来性  四、法律关系复杂性  五、规范意义共生性  六、认知
主体二元性第五章  和解的类型分析：以法律纠纷和解为着力点  一、民事和解——以法院调解为着力
点    (一)调解书没有“说理”    (二)调解书很难说“法理”    (三)调解书很难说“法理”对调解制度的
影响  二、刑事和解——以轻伤害案件和解为着力点    (一)轻伤害案件适用公诉与自诉程序在结果上存
在矛盾    (二)矛盾的实践解决    (三)矛盾的法律解决  三、行政和解——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和解为
着力点    (一)《治安管理处罚法》之前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和解    (二)释读《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
调解与和解    (三)质疑《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调解与和解效力之不同的法律规定第六章  和解的功能分
析：个别功能与社会功能  一、个别功能    (一)解决纠纷    (二)形成规则    (三)归属责任    (四)恢复关系  
二、社会功能    (一)复合双重正义    (二)效益考量选择    (三)适应社会结构第七章  和解、和谐与法治  
一、和解与和谐    (一)和谐社会需要三元一体纠纷解决机制    (二)尊重和解系尊重人权    (三)和解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  二、和解与法治    (一)二元对立观    (二)源在国家万能主义    (三)西方法治主义批判    (
四)重构法治的和解    (五)中国问题中国式解决主要参考文献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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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和解研究》

编辑推荐

纠纷解决是人类永恒的研究课题，而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研究更具有现实紧迫性。传统的解纷方式需要
反思整合，自决解纷存在失范的风险，诉讼解纷可能导致国家专制，因此和解纠纷应受到重视，与此
同时需对和解纠纷进行规范。    唐峰编写的这本《纠纷和解研究》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和解纠纷进行
阐述：首先，对和解进行结构分析。对和解的主体、规范与事实这三个结构要素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论
述。其次，对和解进行类型分析。作者将其分为民事和解、刑事和解和行政和解三大类。对每一类型
的和解的论述都选取了不同的侧重点，其中民事和解以法院调解为着力点，刑事和解以轻伤害案件为
着力点，行政和解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和解为着力点。最后，对和解进行功能分析。主要包括个别
功能和社会功能。在最后一章作者还进一步探讨了和解与和谐、法治的关系，驳斥了将和解与法治对
立的传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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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和解研究》

精彩短评

1、对纠纷中的和解进行系统总结的一本书，很不错。
2、纠纷和解的专著，理论与实证并肩论述和解问题。是研究纠纷和解不粗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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