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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商事纠纷可仲裁性问题研究》从民商事仲裁制度的性质这一分歧林立但决定民商事纠纷可仲裁性
问题的根基人手，对民商事仲裁制度性质的各种学说流派进行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
提出判定可仲裁性之依据。
对包括仲裁国际立法和几个仲裁制度发达的国内立法在可仲裁性问题的规定进行考察，概括了它们的
共同特征，并指出可仲裁问题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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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浪漫主义的风格 如果这个案件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跨国仲裁的法律适用需要依赖复杂的冲
突规则予以指引的话，那么美国某地区法院在1992年所裁决的另外一个案件则走的是另外一条可以称
作为“国际实体法”的路子，即不是根据冲突规则确定准据法，然后来判断法律适用的问题，而是直
接根据《纽约公约》的精神，通过宽容地理解可仲裁性而从国际尺度来把握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
这种被专家称作为“有意思的”“自治的国际可仲裁性观念”是由美国纽约东部地区的地区法院
在Meadows Indemnity v.Baccala&Shoop Insurance Services案件中采用的。
①该案当事人之一向美国纽约州东区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之一便是请求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
效，因为根据根西岛的法律该仲裁协议所涉的争议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
法官查明，该仲裁协议确定应适用的法律是根西岛法，并且如果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作出法院判决的话
，该仲裁裁决或者法院判决还将在根西岛予以承认和执行。
纽约东区法院必须就该仲裁协议是否符合《纽约公约》第2款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或者其所涉争议
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作出裁定。
与比利时法院根据严谨的法律推理首先将可仲裁性问题归类于仲裁协议的构成要素，其次再根据仲裁
协议的法律选择规则即意思自治，最后根据意思自治指向的准据法确定该仲裁协议是否有效、该仲裁
协议所涉争议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等问题的做法不同。
美国纽约州东部地区的地区法院直接将《纽约公约》第2条之规定视作为一条实体性规则，认为该条
提供了一种“自治的国际可仲裁性概念”，并据此裁决如下： 通过援引若干相关国家的其中一个国家
——哪怕这个国家是仲裁裁决将要在该地予以承认和执行的国家——的国内立法，并不能够解决该争
议是否能够按照《纽约公约》第2条第1款之规定具有可仲裁性的问题。
在确定何种类型的争议根据公约第2条第1款之规定不具有可仲裁性的时候，必须按照国际眼界
（international scale）来决定之，即参考《纽约公约》成员国的众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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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商事纠纷可仲裁性问题研究》以民商事纠纷可仲裁性为主题。
研究探讨了民商事纠纷可仲裁性的理论溯源、民商事纠纷可仲裁性的判定依据、民商事纠纷可仲裁性
的比较法分析、民商事纠纷可仲裁性的本土重构。
对民商事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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