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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仲裁法》施行至今已有14年，其间虽未经修改，但仲裁理念正在逐步改变，传统仲裁
观念的樊篱正在被突破，仲裁解决民商事纠纷已经成为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并日趋融入
人们的生活。仲裁权是仲裁制度的核心，仲裁庭的仲裁权与当事人在仲裁中的权利，一
直是贯穿仲裁制度始终的主线。仲裁权行使的公正度是决定仲裁质量高低的关键。
  本书是作者在八年前的《仲裁权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仲裁权进行延续性研究的*成
果。书中不仅对仲裁权的研究结构进行了一定调整，修正了一些以往的观点使之更科学
，也提出了新的观点并进行了严谨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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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纠纷解决机制与仲裁权研究之价值
  一、民商事纠纷与纠纷解决机制
  无论人们怎样避免矛盾，矛盾依旧存在；无论社会学家、法学家们如何设置一道道防
线预防纠纷，纠纷仍会发生。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也促使人们在创造社会财富
的同时获得自身利益。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交换孕育着矛盾的形成，这种交换的频繁程度
伴随着人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及各自的价值标准的差异，加速了这种矛盾的产生，



社会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一）民商事纠纷的基本内涵
  纠纷，在法理上通常以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来解释，纠纷与冲突相伴而生。我国学者
认为，“纠纷或争议，是指特定的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的对抗行为”。
美国当代纠纷解决理论也把纠纷视为冲突的一种类型或一个层次，认为它是一种包含着
明确、可通过法庭裁判的争议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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