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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仲裁制度研究》

前言

　　仲裁作为一种非讼解决民商事争议的方式，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实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仲裁逐渐发展成为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有效解决争议的机制。1697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仲
裁法，正式确立了仲裁制度。其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仲裁制度逐步在全世界得到广泛应用，各国
相继成立仲裁机构，推行仲裁制度。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仲裁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不少国家
加大了推行非讼解决纠纷机制的力度，并出现了国际性的仲裁立法。仲裁的适用对象也由原初的商业
纠纷扩展到整个民商事纠纷、劳资纠纷等领域。　　仲裁制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不断适应社会变化和
社会需求的历史。较之早期仲裁的民间性、自治性和简易性，当代仲裁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这些特点，
同时在法制化和国际化等方面发展了新的特征。但是仲裁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平等主体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而不能自己解决时，共同提请无直接利害关系的
第三者为他们解决争议，按照确定的程序作出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的裁决。这是一种当事人自
愿选择、无须公开进行、无须诉诸法院来了结争议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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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涵盖了国内民商事仲裁、涉外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及其他仲裁等各个方面，并
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仲裁制度，内容丰富，论述严谨。全书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仲裁法》施行10多年来出现的问题和需要立法完善的方面作了较为深入和全
面的探讨。还参考引证了大量文献资料，并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和实践意义，是对仲裁界和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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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仲裁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第一节　国外仲裁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一、仲裁制度的起
源　　“仲裁”，在汉语中，“仲”表示地位居于中间的，“裁”表示权衡、判断，“仲裁”一词具
有“居于两者之间调停”之意。作为一个法律词汇，仲裁则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指当事人双方对某
一事件或问题发生争议时，提请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者居中调停，按照一定的程序作出对双方当事
人都具有约束力的裁断或裁决，从而解决双方的争议的方法。据考证，仲裁起源于道德规范，历史上
最初表现为发生争议的双方把他们之间的争议交给公正的、有权威的第三者评理。评理的第三者一般
都为当地一定范围内德高望重之人。评定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仲裁裁决。它完全是靠第三者的
个人威望进行裁决，当事人自愿服从裁决；裁决由道德规范来约束，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效力。　
　仲裁制度是随着商品贸易的发生、发展而产生、建立起来的。仲裁制度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古罗
马，在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中就有仲裁的记载，如第七表：土地疆界发生争议时，由长官委任仲
裁员三人解决之。在古罗马的《民法大全》“论告示”第二编中，记载了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保罗
的著述：“为解决争议，正如可以进行诉讼一样，也可以进行仲裁。”仲裁正式作为一种法律制度，
始于中世纪。14世纪中叶瑞典地方法规中承认仲裁是解决争议的一种合法方式。在英国，早在1347年
就在一部年鉴中出现了有关仲裁的记载。到了16～17世纪，某些从事对外贸易的公司，如东印度公司
就在其章程中订有仲裁条款，其中规定如果公司的成员之间发生争议，应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1697
年，英国议会正式承认仲裁制度，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仲裁法案，它确认了仲裁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1889年，英国制定了《仲裁法》，并于1892年成立了伦敦仲裁院。瑞典在1887年制定了第一个仲裁
法令，1929年制定了《瑞典仲裁法》等仲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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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仲裁制度研究》讲述了仲裁制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不断适应社会变化和社会需求的历史。
较之早期仲裁的民间性、自治性和简易性，当代仲裁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这些特点，同时在法制化和国
际化等方面发展了新的特征。但是仲裁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
发生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而不能自己解决时，共同提请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者为他们解决
争议，按照确定的程序作出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的裁决。这是一种当事人自愿选择、无须公开
进行、无须诉诸法院来了结争议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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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帮一个朋友买的，据朋友说，还不错。
2、这个书有些可以引用
3、挺厚实的一本书
4、教材，应该不错吧~
5、虽然是自己老师写的书，不得不说，学术性一般，更多的是一本基础仲裁理论的教材。目前中国
仲裁制度处在一个不公不私的尴尬阶段，仲裁的契约性不强，更像是一种另类的，仅局限于财产性利
益的简易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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