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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处于转型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代中国，纠纷的大量出现与现有的纠纷解决
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此时，倘若由法院提供一种既不失公平正义又能迅速解决纠纷的纠纷解决方式不失为一种良策。
而和谐社会构建目标也要求真正化解冲突，特别是注重当事人对抗情绪的消融。
由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ADR尤其是法院附设ADR正契合了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同时
彰显了司法／法院的实用性与灵活性，也为纠纷当事人提供了进入法院之后的多元选择。
　　对于法院附设ADR，两大法系自身有较为充分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ADR研究较多，而专门对法院附设ADR研究者不多。
既或研究，也更多停留在对法院附设ADR制度浅层次的介绍层面，少有对法院附设ADR在我国未来应
如何建构问题进行研究者。
有鉴于此，本书作者对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对法院附设替代性纠
纷解决机制的域外制度与实践进行尝试、考察、分析，并在对我国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传
统与现状进行考察研究基础上，提出我国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未来建构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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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研究的意义、对象、现状与方法　　一、研究的意义　　中国目前正处于急剧变革的转
型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但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却恰似一个“断裂的社会”：
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弱势群体的规模也在扩张专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
与社会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需求和供给方面的缺口不断扩大；
社会不公日益突出，腐败现象已渗透于社会有机体的各个角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同利益群体之
间的摩擦甚至激烈冲突大量出现，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频繁发生，急需通过适当途径加以及时、有效
的解决。
①纠纷的大量出现与现有的纠纷解决路径之间存在着相当的紧张，具体就法院提供的纠纷解决方式而
言，尽管通过具有严格程序理性的诉讼程序可以化解大量的纠纷，但诉讼程序本身的成本高昂、费时
、效率低等诸多内在　　缺陷使各国司法普遍面临着危机，而同时，进入法院的纠纷数量有增无减，
尽管通过设置简易程序、加快诉讼进程等诉讼程序内的变革可以相应缓解法院的案件负担，但这种纠
纷解决程序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更何况许多纠纷以诉讼程序来解决并未见得是最恰当合适的解决方
式，因此，由法院创造提供一种既不失公平正义又能迅速解决案件的简易灵活的纠纷解决方式就应是
应对此问题的良策。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