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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仲裁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程序灵活、专家断案、一裁终局
、不公开审理、裁决具有域外执行力等特点。
对于解决市场经济中因交易行为产生的纠纷，仲裁经常能够达到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所无法企及的良好
效果。
我国《仲裁法》的制定和颁布，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回应我国在1992年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作为改革目标之后，迫切需要形成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一客观要求的产物。
作为一名主要研究民事诉讼法学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学者，我对仲裁的实际运作一直抱有浓厚的
兴趣。
特别是关于仲裁机构到底如何获得案源，曾经是自己很想进行实证调研的课题之一。
不过，虽然我从1998年起就担任北京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未能积累起必要资源
并创造出相应条件来实际从事这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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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国内有关仲裁实际运行情况所作的全面的实证研究。
本书探讨的是我国国家与申汇关系调整背景下的仲裁机构转型问题，并借此分析1994年仲裁法实施以
来的仲裁领域所发生的制度变迁和实践得失。
     本书中作者对这种现实状况的存在及其原因并没有从规范或“应然”的角度简单地加以批评否定就
了事，而是基于“同情的理解”视角，从条件制约及利益博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以第一手资料和这样的深度解读为基础，本书一方面从理论上指出了行政化对于仲裁制度不可能具有
可持续的相互兼容性，另一方面也给我国众多仲裁机构可能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某种蕴涵着包容性或多
样性的阐释框架。
这种既秉持作者价值取向和原理的首尾一贯性，又不流于简单化或“结论先行”式评价的研究态度弥
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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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因腐败而导致不公正的可能性分析有人可能会进一步质疑，即使没有合法的渠道让仲裁
员与当事人及其律师联系，我们如何知道他们会不会私下进行联系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
这里先不讨论，而是先看看如果真的有私下接触或贿赂发生可能影响案件的处理而不被发现吗？
下面对前述腐败产生效果的形式分别进行讨论。
第一，是否可能允许提供贿赂一方当事人迟延？
根据S仲裁委《仲裁规则》第29条，仲裁庭有权要求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
当事人应当在要求的期限内提交。
逾期提交的，仲裁庭有权拒绝接受。
实践中，如果仲裁员没有要求当事人在特定时间内提交证据，双方当事人都有同样的机会随时提交补
充证据。
如果仲裁庭确定特定的提交证据的时间，双方都应该遵守。
如果仲裁庭接受一方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后提交的证据，另一方可以质疑证据的可采性，甚至直接就不
予质证。
仲裁庭就没法把这些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因为依据未经质证的证据作出裁决会成为法院撤销裁决的
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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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未竟的转型:中国仲裁机构现状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未竟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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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