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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在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社会矛盾
纠纷凸显的严峻现实。
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就成为一个颇为复杂的棘手问题。
毕竟，法治国家的建设不仅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而且要求法律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过程中
良好运行。
如何将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践行于我国情况复杂的农村矛盾纠纷解决之中，更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意
义和挑战性的课题。
显然，完全依靠司法诉讼的方式不仅是成本高昂的，而且也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因此，我们必须从传统和民间中汲取智慧，并秉持和谐的理念，努力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农村矛盾纠纷
解决机制。
但是，我们又必须防止另一种法律虚无主义的倾向，不能以表面的和谐来牺牲法律制度的价值。
我们必须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寻求一条合乎实际又逐步接近法治理想的路径。
     本书是司法部司法行政学院、研究员严军兴承担的2007年度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多元化
农村纠纷处理机制研究》（课题编号C0701）的最终理论研究成果。
书中具体包括了：我国现有农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概述及其评价、我国农村纠纷的和解机制研究等内
容。
 　　多元化农村纠纷处理机制研究》的研究工作由严军兴研究员会同范世汶、陈锡斌、叶志忠三位同
志共同主持，并详细制定了课题研究大纲，对课题组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悉心指导，保证了《多元化农
村纠纷处理机制研究》的顺利完成并交付出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元化农村纠纷处理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严军兴，1950年1月出生，陕西省蒲城县人，曾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中国政法大
学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现任司法部司法行政学院院长、研究员。
著有《律师执业损害责任赔偿》、《英国刑事司法与替刑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
英国普通法制度之旅》、《律师责任与赔偿》、《中外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比较研究》和《刑事诉讼法
修改中的辩护律师制度研究》等专著，先后主持了三项部级重点课题，其专著和论文获部级以上研究
成果奖六项。
200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元化农村纠纷处理机制研究>>

书籍目录

作者简介前言导言　　一、基本国情——社会转型与矛盾凸显　　二、农村矛盾是社会转型期诸矛盾
中最突出的部位　　三、建立多元化农村矛盾纠纷处理机制是新时期赋予的重大使命第一章 我国农村
社会纠纷概述　第一节 我国农村社会纠纷的现状、特点和性质　　一、我国农村社会纠纷的现状　　
二、我国农村社会纠纷的特点　　三、我国农村社会纠纷的性质　第二节 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纠纷的
成因　　一、农村社会纠纷的成因　　二、农村社会纠纷产生的必然性　第三节 从“先富群体”竞选
“村官”看农村纠纷的解决　　一、“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的主要动机以及竞选方式　　二、对
“先富群体”大量当选的原因分析　　三、对“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现象的应对机制　　四、从
“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现象看农村纠纷的解决第二章 我国现有农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概述及其评
价　第一节 我国现有农村社会纠纷处理机构与组织　　一、人民调解委员会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
和基层司法所．　　三、政府机构　　四、仲裁机构　　五、人民法院　第二节 我国现有处理农村社
会纠纷的工作人员　　一、人民调解员　　二、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　　三、其他
工作人员　第三节 我国现有农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的评价　　一、现有各种纠纷处理机制在处理农村
社会纠纷中的局限性　　二、农村纠纷处理实践中的机制缺失和能力欠缺第三章 我国多元化农村纠纷
处理机制的实践　第一节 多元化农村纠纷处理机制的现实需求　　一、法律手段解决农村纠纷的尴尬
境遇　　二、诉讼机制在解决农村纠纷中的局限性　　三、解决纠纷的有效性和成本的合理性决定了
多元化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需求　第二节 “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实践　　一、“三位一体”大调
解的组织网络建设　　二、“三位一体”大调解体系的工作机制建设　第三节 多元化纠纷处理机制的
立法实践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方式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　　三、
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及其与诉讼程序的衔接　　四、法院和行政机关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
的作用第四章 法治发达国家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考察与借鉴　第一节 法治发达国家替代性纠纷解
决机制的考察　　一、美国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二、英国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三、日本
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第二节 法治发达国家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评价　　一、法治发达国家替代
性纠纷解决机制勃兴的原因　　二、法治发达国家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　　三、法治发达国家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　第三节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对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借鉴　　
一、对我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现状的反思　　二、完善我国的民间调解制度　　三、重构法院附设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四、完善我国仲裁制度　　五、赋予行政机关或行业组织纠纷解决职能第五
章 我国农村纠纷的和解机制研究　第一节 和解的概念、性质和意义　　一、和解的概念　　二、和
解与调解和仲裁的区别　　三、和解在农村纠纷处理中的意义　　四、和解在现代纠纷处理观中的发
展　第二节 和解的分类及和解中的问题　　一、和解的分类　　二、和解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六章 我国农村纠纷的调解机制研究　第一节 调解概述　　一、调解的概念与特征　　二、现有调
解制度体系　第二节 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及其工作机制的现状　　一、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
考察　　二、农村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现状分析　第三节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　　
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优势　　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第七章 我
国农村纠纷的仲裁机制研究　第一节 农村纠纷适用仲裁的范围　　一、农村纠纷仲裁范围的概念　　
二、确定仲裁范围的方式　　三、我国《仲裁法》对仲裁范围的界定　　四、仲裁范围界定问题可供
借鉴的外来经验　第二节 仲裁机构　　一、仲裁机构的分类　　二、可借鉴的仲裁机构设置模式和程
序　　三、我国仲裁委员会的设立方式　　四、仲裁委员会的设立条件　　五、仲裁委员会的登记与
变更、注销　　六、仲裁委员会的内设机构　第三节 仲裁程序　　一、仲裁当事人　　二、仲裁的申
请与受理　　三、仲裁中的财产保全与证据保全　　四、仲裁庭的组成　　五、仲裁员的回避　　六
、仲裁的审理方式　　七、简易程序　第四节 仲裁裁决的效力　　一、仲裁裁决效力的概念和体现　
　二、仲裁裁决的阻却第八章 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研究　第一节 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
制的现状　　一、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　　二、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的特点　　三
、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重构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应遵循的基本理念　
　一、公正性　　二、便民性　　三、灵活性　　四、经济性　第三节 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
法治构建　　一、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的法律保障途径　　二、行政解决机制之一：行政调解　　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元化农村纠纷处理机制研究>>

、行政解决机制之二：行政仲裁　　四、行政解决机制之三：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第九章 我国农村
纠纷的司法诉讼机制研究　第一节 我国农村纠纷的司法诉讼形式　　一、刑事诉讼　　二、民事诉讼
　　三、行政诉讼　第二节 诉讼和解与调解　　一、刑事诉讼和解与调解　　二、民事诉讼和解与调
解　　三、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　第三节 民事诉讼程序改革中的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　　一、简
易诉讼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第十章 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系化研究　第一节 重构农村纠
纷处理机制体系化的基本原则　　一、注重预防机制的作用　　二、注重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性　
　三、保持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协调性　　四、确保纠纷解决机制的效率性与经济性　　五、注意纠
纷当事人的自主性和参与性　第二节 多元化农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体系化的构建　　一、解决民商事
纠纷的多样手段　　二、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化　第三节 多元化农村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体系化
的构建　　一、行政调解　　二、行政司法制度　　三、行政诉讼舛　　四、信访制度结束语　　一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农村矛盾纠纷的解决　　二、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与农村矛盾纠纷
的解决　　三、民主法制建设与农村矛盾纠纷的解决　　四、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矛盾纠纷的解决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元化农村纠纷处理机制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产７昌　我国农村社会纠纷概述　　第二节　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纠纷的成因　　通过对我
国农村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和特征的研究，我们对当前农村比较严峻的社会矛盾纠纷形势应
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对于这个问题，要从深化农村社会改革、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大局来认识；要从
中央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的高度来认识：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新形势来认识；更要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来认识。
　　那么，透过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造成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纠
纷的原因究竟何在？
可以肯定的是，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存在并有一定程度的激增和升级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社会不和谐现
象，非常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所谓不和谐，就是社会成员之间在身份、地位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成员相互关系方面的错位和扭曲。
这种错位和扭曲如不加以及时调整，势必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在思想意识上的进一步分歧，甚至会导
致社会的分裂，不利于全体人民为共同理想而共同奋斗。
应该说，社会成员的分工不同是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带动了社会整体的
进步。
然而，基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同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中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但却不一定能够公平地
分享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
在阶级社会，这种不公平集中体现在剥削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之中，是带有根本不可调和矛
盾的不公平。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是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不同分
工，是建立在为人类社会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的不同并不带有阶级差别的性质。
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带来的社会成员间的差别，应当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过程中
逐步消除。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不和谐现象
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存在，否认其存在就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不承认矛盾存在的客观性普遍性
的错误认识。
这些不和谐现象的存在，正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更是社
会主义制度的任务和使命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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