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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本学科一流教学与研究团队精诚合作的最新产物，作者均为国际商事仲裁法学法领域的“
少壮派”实力人物。
    本书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理论、法律适用、实务操作等各种制度的基本结构
和原理。
本书概念清晰准确、分析简明透彻、体例结构合理，充分吸收了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国际商事
仲裁法学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解析国际商事仲裁的实际运作。
    体系完整、要点突出、资料翔实、案例丰富是本书的突出特点，使得本书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
    本书可以作为法学本科生之教材，可以供研究生阅读参考，可以为司法实务人员提供工作指南，可
以为参加司法考试和考研的读者提供学术营养，于理论和实务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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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瑞平，男，1963年生，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中
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首届、第二届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
经济法学会理事，重庆、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主要从事民商法、海商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事
仲裁法的教学、科研和实务工作，独立、合作出版专著、教材、译著24部，发表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
论文近20篇，主持、参加省部级、国家级科研项目9项，获省部级教学科研奖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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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理论基础自治论的理论依据是，商事仲裁是一种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解决争议的独立体系，
超越了契约和司法权，是一种独立于国家法院体系之外的自治体系。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就契约性而言，仲裁当事人缔结仲裁协议并非仅为了缔结一项契约，而
是为了解决发生在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2）就司法性而言，从商事仲裁的历史发展看，它是商人们在商事交往中为解决商事纠纷的实际需
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后来演变成一种制度。
（3）商事仲裁在其发展初期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或确认，仲裁协议具有效力、仲裁裁决得到履行，
并非基于国家法院的强制力而是基于商人之间道德和行业惯例的约束力。
3.评价（1）自治论将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归结于商人注重实效的实践结果，将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
裁决的履行归结于商人之间的商业惯例，并从国际商事仲裁的目的和功能出发，强调国际商事仲裁的
发展趋势，对推动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2）自治论完全承认国际商事仲裁是一种自治体系，实际上是承认国际商事仲裁的非内国化、当事
人具有控制仲裁的无限制意思自治。
其“自治”就是商业界内的自治，是企业、公司和其他商人意思自治的体现。
但这种自治不可能产生出没有契约、没有协议的商事仲裁0[2]该理论单纯强调国际商事仲裁的目的与
功能，既脱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背景，也与现今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不符。
[3]国家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监督与审查，虽然是一种干预，但有时是必要的。
这种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事人权益的一种保护，如法院强制执行仲裁协议、采取保全措施、指示
合并审理等。
上述四种理论虽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际商事仲裁的特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均未从根本上、整体
上把握国际商事仲裁的性质问题。
对国际商事仲裁的性质可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把握：第一，从国际商事仲裁的起源看，其最初不受国家
法律约束，是商人间解决商事争议的行业惯例或制度。
国际商事仲裁起始不具有法律性质，是商人间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一种契约。
随着这种争议解决方式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国家放弃了对其遏制的态度，转而以法律形式对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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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商事仲裁法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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