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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问题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仲裁理论上一个充满争议的热点问题，也是我国
以及世界各国仲裁实践操作中虽常见但却一直存在诸多困惑的疑难问题。
石育斌同志撰写的《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比较研究一书，正是对这一热点问题和疑难问题进行深
入分析和理性探讨的专著。
　　本人作为石育斌同志的博士生导师，得知该专著获得了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倍感欣慰
。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本人第二次为石育斌的学术专著写序。
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石育斌同志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国际商事仲裁研究（总论篇
）》，即是本人撰写的序言。
四年之前，他还是一名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四年之后，他不仅已经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撰写
的博士论文还获得了出版资助。
作为导师的我，为他取得的成绩，倍感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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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命题，其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至今仍是一个
存在激烈交锋、并具有突出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直接的实践操作意义的重大课题。
    从理论层面而言，仲裁第三人制度不仅与诉讼第三人制度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与代理、契约、公司
制度、衡平法律思想等法律范畴存在内在联系，而且与目前普遍认可的仲裁制度最为突出的特征当事
人意思自治原则以及仲裁的契约性本质存在直接冲突。
    从实践层面而言，仲裁第三人制度的有无对于仲裁实践操作具有直接的意义，在缺失仲裁第三人的
情况下，当事人可能面临着再次起诉或仲裁的结果，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裁决，而在存在仲裁第三人的
情况下，当事人则可以节省争议解决成本，一次性地解决所有相关纠纷。
    本书写作特点可以概括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法哲学的基本原理为思维工具
，以全面深入彻底的最新国外文献资料作为论述基础，以求真求实服务于社会经济生活和仲裁实践操
作为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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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育斌博士，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并购法研究咨询中心秘书长，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石律师擅长提供公司法、证券法、企业改制重组、跨国并购、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投资、
国际商事仲裁等法律服务。
　　石律师在从事法律实践操作的同时，注重对法律理论的研究。
出版个人专著《国际商事仲裁研究（总论篇）》，合著和编写法学著作和教科书十余部，在《国际私
法与比较法年刊》、《中同仲裁》、《2l世纪经济报道》等国内核心期刊报纸卜发表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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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仲裁第三人的基本问题　　第三人制度，广义上属于争议解决机制的一种附属程序，其基
本规则内容就是对于一项处理之中的社会争议，争议双方当事人之外的案外人与该争议具有联系，且
争议处理结果关涉该案外人的切身利益，故而将该案外人引人此社会争议的处理过程中，一并解决纠
纷的程序规则。
　　民事诉讼与仲裁制度均为法律所认可的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虽然仲裁作为一种广义的社会冲突
救济体系早于诉讼制度而存在，但是由于仲裁制度的民间性、自治性以及当事人自愿性等特征，再加
上诉讼制度代表国家意志、体现国家司法权并且具有国家统一管理等特点，第三人制度并未首先出现
于仲裁体系中，而是诞生于民事诉讼之中，而且一直以来，众多学者均认为第三人制度是民事诉讼中
的特有制度，不应该存在于同样为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仲裁制度中。
　　然而，随着国际商事交易的日趋复杂与多样，多方当事人、连环合同、权利义务转让、集团公司
、代理人与代表人等复杂法律现象的不断出现和愈演愈烈，第三人制度在仲裁活动中的实践需要越发
迫切，再加上现代法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以及对旧学说的不断突破，在仲裁第三人问题上原先桎梏于人
们头脑中的各种观念逐渐松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比较研究>>

编辑推荐

　　《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比较研究》在广泛收集和介绍国内外相关最新文献资料，并对这一热
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理性探讨基础上，逐一回应了目前学术界的各种观点，最终将论述落脚
点放在《仲裁法》中关于仲裁第三人的相关制度设计问题。
该书对仲裁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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