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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充分利用了我国现有的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
种各样的纠纷，同时也应借鉴国外非诉讼途经解决纠纷的经验所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12个章节，分别对国外解决民事纠纷的司法机制、国外解决民事纠纷的非诉讼机制(ADR程
序)、人民调解制度、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交通事故解决机制等内容作了详细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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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建庭，男，1965年11月出生，浙江省兰溪市人，法学硕士，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曾主编《法学概论新编》一书。
近年来，先后在《河北法学》《青少年犯罪问题》《律师与法制》《毛泽东思想研究》《浙江师大学
报》《社会主义研究》《求实》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先后主持多项浙江省教育厅及金华市社科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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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纠纷及解决机制　　第一节　纠纷及纠纷解决　　一、纠纷　　纠纷，从字面上理解是
指“争执的事情”。
纠纷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学意义上，纠纷（dispute）或争议是特定的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
一种双边的对抗行为。
纠纷的发生是主体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是一定范围内主体间均衡状态的打破或秩序的破坏，是哲学
中矛盾普遍性在社会中的体现。
　　纠纷是对秩序的破坏，对于社会的总体发展而言，纠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纠纷作为新的利益、观念和行为方式与既定秩序冲突的体现，在一定条件下，不仅是权利与法的发展
契机，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或动力。
然而，与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不同，在社会正常发展的情况下，纠纷通常表现为具体的利益冲突或权利
实现的障碍，是对正常秩序的破坏或局部权利义务关系的重组。
　　二、纠纷的构成要素　　根据法社会学的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纠纷一般应具有三个条件：
第一，纠纷主体是具体而特定的行为主体（纠纷当事人）；第二，纠纷形成的动机，是植根于实际生
活中真正的利害关系的对立（纠纷的对象或内容）；第三，双方当事人必须相互地意识到对方的行为
，而实施一定相对的行为（纠纷行为）。
而作为构成要素，一般可分为纠纷的基本要素和纠纷的关联要素两大部分。
　　（一）纠纷的基本要素　　纠纷的基本要素包括当事人、纠纷行动和纠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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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的出版对于完善我国的纠纷解决途径，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
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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