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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学》

前言

　　仲裁制度是现代社会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重要制度，仲裁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民事程序法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我国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民商事仲裁发挥着并将继续发挥着其独特
的作用。而仲裁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仲裁法学以仲裁法的一般理论
、仲裁制度与仲裁法的具体规定、仲裁实务等为研究对象。本教材将围绕这些内容进行系统阐述，从
而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一部理论体系完整、制度阐释准确、理论联系实际的教科书。　　我国自1995
年9月1日实施《仲裁法》以来，民商事仲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国内仲裁机构相继成立，仲裁规
则也相继制定并不断修改与完善，仲裁实践十分活跃。以仲裁方式处理的民商事纠纷的数量大幅上升
，仲裁从业人员逐渐增多。一大批仲裁机构已经形成了自已独特的仲裁理念和工作特色，仲裁事业进
入了规模化、专业化发展的阶段。　　与此同时，仲裁法学也呈现出繁荣景象。首先，为满足法学教
育的需要，近十几年来出版了一批系统阐述仲裁法和仲裁理论的专门教材。同时，在诉讼法学、国际
私法学、国际商法学等教材中也设专编或专章阐述仲裁法的内容。这些教材为培养法律人才发挥了重
要作用。其次，研究仲裁理论、立法与实践的专著不断问世，这些著作关注我国仲裁法实施中的问题
，立足于以仲裁理论解决这些问题，推动立法的完善，同时也推动了理论自身的发展。在研究范围上
，除国内仲裁外，这些著作还涉及国际商事仲裁、涉外仲裁、海事仲裁以及比较商事仲裁；在成果类
型上，有专著、译著，还有仲裁案例、资料汇编、实用指南等工具书。再次，仲裁理论及实务中的问
题开始成为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重要研究对象，并获得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得到了多
方面的支持和资助。一些项目已经结项，转化为推动仲裁事业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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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学》

内容概要

在我国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民商事仲裁发挥着并将继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
而仲裁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仲裁法学以仲裁法的一般理论、仲裁制度与仲裁法的具体规定、仲裁实务等为研究对象。本教材将围
绕这些内容进行系统阐述，从而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一部理论体系完整、制度阐释准确、理论联系实
际的教科书。
本书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仲裁法的基本理论，阐释我国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度内涵与具体规定
。全书分“前言”、“仲裁”、“仲裁法”、“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协议”、“仲裁程
序通则”、“仲裁司法监督”、“涉外仲裁”、“仲裁文书”、“历年司法考试真题精选”等十一个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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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常务
理事，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主要著作有：《行政诉讼证据问题研究》（独著）、《转型期中国民
事纠纷解决初论》（独著）、《民事诉讼法学》（合著）等。在《中国法学》、《法学评论》、《法
商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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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仲裁
第一节 仲裁的概念与主要特征
第二节 仲裁的性质与主要分类
第三节 仲裁法律关系
第四节 仲裁与民事诉讼的主要区别
第二章 仲裁法
第一节 仲裁法概述
第二节 外国和国际的仲裁立法
第三节 中国的仲裁立法
第四节 我国《仲裁法》的效力
第五节 我国《仲裁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仲裁机构
第一节 仲裁机构概述
第二节 仲裁委员会
第三节 国际知名仲裁机构简介
第四节 中国知名仲裁机构简介
第五节 中国仲裁协会
第四章 仲裁员
第一节 仲裁员资格
第二节 仲裁员的责任
第五章 仲裁协议
第一节 仲裁协议概述
第二节 仲裁协议的成立与生效要件
第三节 仲裁协议的无效与失效
第六章 仲裁程序通则
第一节 仲裁当事人
第二节 仲裁的申请与受理
第三节 仲裁庭的组成
第四节 仲裁审理与裁决
第五节 简易程序
第七章 仲裁司法监督
第一节 撤销仲裁裁决
第二节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第三节 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比较
第八章 涉外仲裁
第一节 涉外仲裁概述
第二节 涉外仲裁程序
第九章 仲裁文书
第一节 仲裁协议书
第二节 仲裁申请书
第三节 仲裁答辩书
第四节 仲裁裁决书
第五节 仲裁调解书
历年司法考试真题精选（2002－2008）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英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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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学》

章节摘录

　　第二章　仲裁法　　第三节 中国的仲裁立法　　中国的仲裁立法包括祖国大陆的仲裁立法、香港
地区的仲裁立法、澳门地区的仲裁立法和台湾地区的仲裁立法。本书重点介绍祖国大陆的仲裁立法。
　　一、1949年之前的仲裁立法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仲裁制度产生于清末民初。晚清政府于1904年
初颁行的《商会简明章程》的第15条规定：“凡华商遇有纠葛，可赴商会告知总理，定期邀集各董秉
公理论，一众公断。”①为便于处理纠纷，各地商会纷纷成立专门的商事仲裁机构，1909年成都商务
总会首先成立了“商事裁判所”。1913年1月28日北洋政府司法、农商两部颁布了《商事公断处章程》
，对公断处的主旨、组织、职员之选任及任期、公断处的权限、公断程序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民初
的商事公断处附设于各地商会，实际上充当了一种调解机构，对民初商事纠纷的解决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商会的戒备从心理层面转向实践层面以及法制的逐步健全，民初发展迅
速、景象喜人的仲裁制度令人遗憾地走向衰落。　　二、1949年之后的仲裁立法　　（一）第一阶段
：1949年至1966年　　1954年5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立对
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决定》（共38条）发布，1958年1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立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决定》获得通过。依据这两个规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
和海事仲裁委员会分别于1956年和1959年设立，这标志着新中国涉外仲裁制度的建立。　　根据1962
年8月发布的《关于各级经委仲裁国营工业企业之间拖欠债款的意见（草案）》和1962年12月10日发布
的《关于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严格执行经济合同的通知》等文件的规定，各级经济委员会是合同
纠纷的仲裁机关，人民法院不得受理合同纠纷案件；合同纠纷仲裁原则上实行两裁终局制，对于重大
的合同纠纷案件实行三裁终局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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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学》

精彩短评

1、是老师指定的选修课用书，内容是很不错的，容易懂。不过5本书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啊，虽然不
是很明显~呵呵`总的来说都是不错的
2、还可以把！故事内容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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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学》

精彩书评

1、作者蔡虹，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诉法资深专家，自参加工作后一直从事民诉法研究，迄今已有
近三十年。她循循善诱，平易近人，堪称德艺双馨的典范。其严谨的学风，深入浅出又不失风趣的教
学方式一直深受学生喜爱。蔡虹教授作为为数不多的坚持选本科生课的知名教授，每次开课即便在选
最大的教室，座位也能被很快一抢而空，还有不少学生在走道里坚持站立也要听完蔡老师的课。 　　
　　 　　　~~~~~~~~~~~~~~~~~~~~~~~~~~~~~~~~~~~~~~~~~~~~~ 　　　　 既然你点开了这
个页面，说明你必然是钻研相关法学领域的人士，想必听说过蔡虹教授的大名，领教过她过人的专业
知识吧？ 　　　　 那就对了~焉有不顶之理呢~！ 　　　　 更重要的是，她是我妈~！！！邓晓静，
刘加良，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学者。他们在治学，为人上，也颇得业内人士的赞许。顶之~！！娘亲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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