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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3_81_E6_B3_95_E5_c36_47702.htm 仲裁法律制度介绍 仲裁

，亦称公断，是指发生民事经济纠纷的当事人按照合同中订

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形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

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

仲裁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居中调解，并按照一定程序作出对

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的判断和裁决，当事人必须履行裁

决的一种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的仲裁法律制度是根据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一九九四年八月

三十一日通过，自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仲裁法》确立的。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需要，与国际上通行的仲裁制度接轨，解决经济纠纷的又一

部重要法律。 （一）仲裁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1、自愿原则

。主要体现在：（1）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出于双方当事人

的共同意愿；（2）当事人双方可以协商选定仲裁机构，自主

选定仲裁员；（3）当事人可以约定交由仲裁解决的争议事项

；（4）当事人可以约定审理方式、开庭形式等有关程序事项

。 2、独立原则。即从仲裁机构的设置到仲裁纠纷的整个过

程都具有依法的独立性。包括仲裁机构不隶属于行政机关；

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 3、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的原

则。即在仲裁审理过程中，要全面、深入、客观地查清与案

件有关的事实，分清是非曲直，以正确确认当事人所享有的

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仲裁庭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应根据法



律的有关规定，确认当事人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确定承担赔

偿责任的方式以及赔偿数额的大小；仲裁庭在处理纠纷时，

应当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仲裁员无论是哪一方当事人选

定的，都不代表任何当事人一方的利益，而是公平对待双方

当事人，公正地处理纠纷。 （二）仲裁法律制度的优越性 仲

裁法律制度的优越性可概括为“快速、灵活、保密、公正、

权威”。 快速是指用仲裁的方法解决争议，程序简便，时间

比较短。时间就是金钱，当事人一般都不愿意在纠纷处理上

花费很长时间和很多精力，仲裁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 灵活

是指仲裁的程序比较灵活，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的地点、仲

裁员，甚至可以选择仲裁程序及所适用的法律，容易达成和

解。既解决了纠纷，又保住了面子，有利于感情上的沟通和

日后继续经济上的往来。 保密是指仲裁是不公开的，能更有

效地保护商业秘密，符合当事人不愿意因对簿公堂而泄漏自

已商业秘密的心理特点。 公正主要体现在：1、仲裁机构作

为一个独立的非官方机构，仲裁案件不受任何干涉；2、仲裁

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3、

仲裁员是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广泛性和专业性相结合

，有利于提高仲裁办案质量，保证仲裁的公正性。 权威是指

仲裁裁决不仅在国内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在1958年签署的《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也会得到承认和执

行。我国于1986年加入了该公约。根据公约规定，任何一个

缔约国的仲裁裁决，其他缔约国必须执行。 （三）仲裁裁决

的效力 我国现行仲裁制度实行或裁或审、一裁终局。当事人

双方自愿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就排除了法院对此案的管

辖权。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它与人民法



院生效的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裁决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