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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丛书的宗旨在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专注制度，推动立法。
　　2008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所以仅仅是局部性的，而非
全面性的；之所以未达预期的效果，而难免令人有失望之感，究其缘故，固然有诸多或种种，然而深
层次上的原因，不能不被认为是，学术研究未能跟上立法之需求也。
　　反观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起初营营碌碌于注释法学，后来迅速遭到诟病，认为这种研究长
此以往，难脱原地踏步之嫌；于是乎，取而代之的乃是所谓的理论法学，以抽象思维见长的学者们，
纷纷登台发表高见，短时间内，竞一扫注释法学之积弊，法学研究的面貌因之而焕然一新。
然而，时间稍长，人们便发现，坐而论道原本是一件更为轻松的事，难点还在于，将放飞的思绪从辽
阔的天空中收回，屏心静气地进行艰苦卓绝的制度构建。
　　具体的制度构建全然有别于潇洒的理论畅想，它需要有透彻的理论把握，敏锐的时代触感，宽阔
的学术视野，务实的精心构筑，以及弥漫于全书中的价值说服力。
这样的理论研究，显而易见，是多了一份枯燥，少了一份浪漫；然而，这样的理论研究，同样显而易
见的，乃是真正的理论升华，培植了真正的学术之根。
　　德国学者海德格尔通过对“真理”一词的词源学考察表明，真理的古希腊语是aletheia，原意是“
无蔽”。
可见，真理的本质就在于无蔽，而无蔽就是敞亮，敞亮就是本真。
我们这套丛书，就是试图将我们各位作者本真的制度构想——无论是全面的抑或局部的，敞亮开来，
达至无蔽，然而同时还要绝对地说：我们距离真理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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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保险合同法律的改革与完善》的最终成果。
该项目的任务是对我国保险法的“保险合同”部分提出修改建议。
 本书以变革保险立法目的和宗旨，进一步明确保险法的调整对象，整合和完善保险法的原则，并为通
过地方立法设定强制保险预留空间，书中增加合理期待规则，增加了弃权和禁止反悔规则，完善并提
升不利解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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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程序法论丛>>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纠纷  一、纠纷与冲突的关系辩证  二、纠纷原因的个别分析  三、纠纷的主要特征  四、纠纷的
类型  五、纠纷的作用第二章  纠纷的解决  一、纠纷解决的概念和意义  二、纠纷解决机制  三、纠纷解
决的方式  四、纠纷解决的标准第三章  纠纷的诉讼解决  一、纠纷解决与诉讼目的  二、判决的形成及
其功能  三、诉讼程序的价值  四、诉讼中的调解第四章  纠纷的调解、仲裁与和解  一、调解的传统性
与现代重构  二、仲裁的定位与优势选择-  三、和解的机理与效力确认第五章  纠纷解决的司法中心结
构  一、基本理论框架  二、司法的功能与价值  三、司法中心结构的运行方式第六章  法治、权威与纠
纷解决  一、法治与纠纷解决  二、权威与纠纷解决附录  纠纷与纠纷解决的幕后推力  ——几个案例的
反思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程序法论丛>>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纠纷　　一、纠纷与冲突的关系辩证　　纠纷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然而，这种
现象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现象？
它的内涵应当如何把握？
回答这样的问题却并非易事。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纠纷属于一种消极现象，属于“恶”的事物，因此人们对纠纷一般会采取回避和
否定的态度，或者采取积极的措施预防纠纷，或者在发生纠纷以后通过各种必要的手段去解决纠纷。
然而，也有人对纠纷作出了正面的评价，甚至认为纠纷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
孰是孰非，论者自有其理。
但是，理论的证明离不开客观的实践，尤其是纠纷这种现象，它与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是如此
的贴近，以至于任何一种关于纠纷的理论都不得不受到实践的检验。
这就像休谟所提出的石头发热未必是太阳照射的结果一样，“理性”往往会欺骗我们的判断。
关于纠纷的认识，我们不仅需要高度概括的结论性判．断，更需要严谨细致的求证过程，这样，才能
使这种认识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更具备从事纠纷解决的实践活动的现实价值。
　　（一）纠纷与冲突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准确地说，自从人类有了主体意识以来，纠纷也
就随之产生了。
因为，主体意识是产生利益关系的前提和条件，而利益关系则是主体意识的必然结果。
根据人类学的研究，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纠纷了，而且，纠纷的表现形式和纠纷的解决方式都已
经呈现出相当典型的样式。
美国人类学家E．埃德蒙斯?霍贝尔在考察了原始社会对部族争端的调停方法之后指出：“假如我们把
两个有争端的家族视为当今的两个国家，我们就会注意到作为司法中间人的作用是和当今国际事务中
的调停者的作用是相同的。
”①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纠纷的表现形式虽然并非原始社会的纠纷所
能比拟，但是，从纠纷的根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上看却仍然是原始社会纠纷的延续，甚至在纠纷的解决
方面，在现代发达的法律制度之下，仍然不能轻视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被频繁使用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纠纷的确是社会的一种常态，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共生现象。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和人类生活乃至人类文明发达的历史息息相关的社会现象，却常常被人类所忽视
，乃至于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很难找到关于社会纠纷研究的专门著述。
尽管如此，另一种情形却充分说明了纠纷问题在整个社会科学当中的重要地位，那就是，几乎在所有
涉及社会科学的学科当中，例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
、历史学、文化艺术学等学科，都不能不涉及纠纷的内容。
这样一来，纠纷就具有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有政治的形式、经济的形式、法律的形式、艺术的形
式等。
如此繁杂的种类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纠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对于纠
纷在认识上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从理性上，进而言之还没有从理论层面对纠纷进行系统的研究，而
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却在我们的意念中一再被显现出来。
②　　然而，“纠纷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是冲突还是争议？
”④自从这个问题被提出以来，学界关于纠纷的含义和性质的讨论就没有止息，但是，截至目前仍然
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
事实上，关于纠纷的含义和性质问题，在理论界有过长期的探讨。
在法学界，或许是受到法律解释学的习惯性思维的制约，法学家们更多关注的是从法律功能的角度去
看待纠纷，从而将纠纷看作是一种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因此，仅仅将纠纷笼统地概括为法律调整的
一种社会现象。
①而在社会学家看来，纠纷与社会冲突之间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或者说，社会学是把纠纷当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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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冲突加以研究的。
但是，“众所周知，在理论领域中，社会冲突并非是法学，而是社会学理论的直接研究对象”②，社
会学并不认为任何冲突都必然受到法律的评价，“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能够受到法律评价的社会
冲突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纯粹从量上观察甚至可能不是主要部分”⑧，因此，在社会学那里并没有也
不可能对纠纷作出一个恰当的定义。
令人难以释怀的是，尽管纠纷这一社会现象的确应当属于法学的研究范畴，但是，法学领域至今还没
有在这一范畴取得方法论上的突破，而是继续沿用了社会学的基本套路。
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学界对于纠纷现象的研究最终都不得不落入社会冲突学的窠臼。
事实上，纠纷现象有着自己的独特内涵和性质，以社会冲突论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纠纷问题并不能准
确解释纠纷这一特殊现象的内在规律。
　　纠纷，英文的同义词是dispute，从英文的词根来看，pute的含义是单纯，加上dis-这样一个反意的
词根，就变成不单纯了，从英文这一单词的文意和语境来看，对应于汉语的单词就是纠纷。
从汉字的形声结构分析，纠纷也是很形象的一个词组。
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纠”和“纷”这两个字都有“丝”旁，都和丝线有关。
纠，绳三合也。
纷，马尾韬也。
纠纷合成一个词组，就是纠缠、缠绕的意思。
纠纷又作纠葛，葛是一种植物，其纤维可以用来织布，也有纠缠、缠绕之意。
如此看来，纠纷这个词本身就说明了这种现象的复杂性和难解性。
无怪乎自古以来的审判官都把纠纷看作“琐细”之事，难以解决的事情，事实上也是如此，所谓“清
官难断家务事”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审判官同时也是行政官，真正是为政一方，大权独揽，对于民众拥有生杀予夺
的权力，但是，在所谓的“细故”即民间纠纷上面，也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④　　然而，从纠纷的表现形态来看，不唯是亲情维系的“家务事”或者民间“细故”，纠纷所包含
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
按照现代法律部门的划分方法，除了由公诉机关单方提起控告并由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刑事案件之外
，其他所有的案件，包括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自诉范围的刑事案件，几乎都可以归入纠纷的范畴。
例如，由于买卖、借贷、合作、服务等合同关系发生紊乱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由于政府机关具体
行政行为失当如强制拆迁而引起的行政纠纷案件，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而引起的消费者权益案件，由于
环境受到污染而引起的损害赔偿案件，甚至是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虐待体罚工人而引起的带有群体
性、突发性和政治色彩的案件，等等。
或许是因为纠纷的表现如此繁杂、多样，纠纷所涉及的社会领域如此广泛，导致研究者对于纠纷的归
纳和概括往往莫衷一是。
以下是有关纠纷这一概念的几种说法：　　（1）民事纠纷，又称民事冲突、民事争议，是指平等主
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
①　　（2）纠纷是指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利益对抗状态。
②　　（3）所谓纠纷，就是公开地坚持对某一价值物的互相冲突的主张或要求的状态。
⑧　　（4）在社会学意义上，纠纷（dispute）或争议，是特定的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
的对抗行为。
④　　从以上的表述来看，“纠纷”与“冲突”的联系显然很密切，而造成纠纷的原因主要是利益冲
突。
这种似乎是约定俗成的表述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引起误解的，但是，细究起来，并不是不可商榷的。
　　从汉语的含义来看，纠纷与冲突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互相替代使用，和它
们意思相近的诃组还有“矛盾”、“争执”、“争议”等。
如果仅仅是对纠纷作一般的了解，而不是企图深入到纠纷的内部去仔细考察纠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以
及它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分野，那么，对这些意思相近的词汇详加辨析似乎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一味地回避对纠纷本身的深入研究显然不利于准确地把握这种社会现象的内涵，由此造成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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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就是纠纷这一概念的含混性：要么仅仅停留在纠纷的显性特征上，特别是习惯性地把纠纷的范围仅
仅限于民事关系的范围；要么就是无限制地扩大纠纷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当纠纷和冲突这两个概念处
于同一的词性地位的时候。
例如，把纠纷的副作用夸大到极点，冠以“反社会性”的性质。
①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律、伦理道德、宗教等等各种文化现象，实际上都是人们
为了‘对付’纠纷而诞生的思想成果。
”②显而易见，在这些言论中，对于纠纷和冲突是没有严格区分的，从字面上看，作者使用了“纠纷
”一词，但其语义却是“冲突”的意思，反之亦然。
这种对纠纷和冲突、矛盾、争执、争议不作严格区分，经常交换使用的情形，我们姑且称之为“广义
纠纷说”。
　　和上述的“广义纠纷说”不同的是，在西语中纠纷（dispute）和冲突（confliet）不仅是两个不同
的单词，而且在用法上也并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
dispute在行为的激烈程度上显然要远远低于conflict，如果到了con—fliet的程度，那么其严重性怎么说
也不过分，但是，作为dispute，无限地夸大其危险程度，恐怕并不符合其应有的概念定位和实践功能
。
　　对于纠纷和冲突的关系及其区别，日本学者有过深入的研究。
日本学者千叶正士将纠纷的基本类型划分为对争（contention）、争论（dis—pute）、竞争
（competition）、混争（disturbance）与纠纷五种基本类型，认为conflict涵盖了其他四种类型的对立形
态，将其定义为“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体相互之间丧失均衡的状态”。
而日本社会学家川岛武宜却将dispute译为纠纷，而把conflict作为纠纷的更高层次的概念来对待。
当代美国的纠纷解决理论则把纠纷（dispute）视为冲突（conflict）的一种类型或一个层次，认为它是
一种包含着明确的、可通过法庭裁判的争议的冲突。
④由此看来，纠纷和冲突显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从社会冲突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纠纷的性质，
恐怕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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