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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调解人在仲裁程序中进行调和、化解矛盾，有效及时地解

决争议的技巧、策略与方法。它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随案的

灵活性与很强的应用性等特点，它是涉及心理、法理、语言

、逻辑、教育等多学科领域的一门综合艺术。 通过实践及学

习兄弟仲裁调解人的成功经验，现分叙如下： （一）掌握案

情，理清责任 掌握所仲裁调解案件的案情，以及在认识上梳

理清楚是谁方的过错与应承担多大的责任，是仲裁庭在调解

中用以抓住“软肋”与“契机”，“暗示”各方当事人，使

其互谅互让，达成和解的重要依据。当然，对于各方当事人

来说，不需在调解中将是非曲直弄个一清二楚，以避免对抗

并营造和谐的气氛，有利于达成和解。 （二）宣扬和谐，达

到双赢 一要向双方当事人讲明仲裁调解的优势和好处，突出

和谐与亲和；二要向债权方讲明可由此避免对方当事人不当

地利用人民法院的监督程序，拖延债务的偿付，易于自动履

行；三要向债务方说明在解决此纠纷后与对方继续合作或尽

快抓住从事获取新效益的机遇，从而达到“双赢”。 （三）

分析心态，促成互谅 要提倡仲裁调解人注意探索使用“调解

心理学”，比如：要从双方的利益要求及其对抗心理进行分

析，到底影响和解的症结在哪里；要及时使用印象法、聊天

法、感染法、降温法与倾听法等缓解双方的情绪冲突，克服

当事人的心理障碍；要灵活使用肯定法、说理法、转移法、

暗示法、类比法、台阶法等调整当事人的心理需要，寻求适



当的和解条件等等。 此外，仲裁调解人要注意引导双方在认

识和考虑利害问题时，建议双方“换位思考”。在调解劝告

当事人时，可以采用WTO规则用搏弈论思维来处理纠纷。即

劝导双方当事人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设想对方是怎

样考虑他的利益，因而在决策和解之前，就要互相“相让”

和“想到”。这就是著名的“博弈论”思维的运用，也是当

今逐步为人们所接受的“双赢”思维。 （四）不抓辫子，事

前声明 这就是说，必须在仲裁调解开始前，先行告知双方如

果调解不成功，双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所发表的解决争议

的意见、观点、陈述、认同表示、否认表示、承诺或要求，

均不得作为以后任何仲裁程序、司法程序和其他任何程序中

提出的请求、反请求或答辩的依据。明示在仲裁调解进行中

，秘书不作笔录，双方不作记录或录音，任何一方均不得利

用调解设置陷阱或拖延时限。调解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完全

自愿，调解中任何一方要求终止调解，即转入其他仲裁程序

。 （五）了解底线，裁意暗示 仲裁调解中的所谓“底线”，

一般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前或调解中为表示和解诚意而互

谅互让的最低主张债权或最高承诺债务的额度及其它意思表

示。 在促进双方当事人的底线差距靠近的调解技巧中，“裁

意暗示”是一种有力的手段。所谓裁意暗示，就是仲裁调解

人在掌握了案情与责任的基础上，根据双方底线之间以及和

拟裁方案之间的差距，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进行可能裁决结

果或理由的非明示性告知。 （六）分合交替，热情耐心 分合

交替，就是说在仲裁调解的具体方式、时间、地点甚至参加

人上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及调解的进程需要，灵活地掌

握与进行。比如，“背靠背”方式与“面对面”方式的结合



，让当事人选定的仲裁员做当事人的工作，让当事人的上司

或朋友做当事人的工作等等。 热情耐心，是指仲裁调解人在

态度上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与裁决时的法、理、情不同

，调解中要情、理、法，体现和谐、公平与公正。 （七）适

时居中，平衡利益 仲裁调解，主要是协调双方当事人讲利益

，而不是评判是非，也不是简单的“和稀泥”。既不能以牺

牲一方的经济利益来达成和解，也不能以牺牲效率花过长的

时间来寻求所谓公正。我们在这里提出“适时”，就是要注

意掌握仲裁调解中的进度与时机，在双方的方案及底线差距

过大，经过反复工作不能接近时，应即时终止调解程序，果

断转入合议裁决阶段。 这里所说的平衡利益，主要是在分析

双方的核心利益、可让步利益或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引导双

方理性地权衡自身利益，互谅互让，从而试探性提出模糊的

或具体的方案。 （八）文书跟进，及时履行 仲裁调解有一个

很大的优点是：一方面比之单纯调解，所制作的调解书或裁

决书具有法律强制力；另一方面比之单纯仲裁，又更易得到

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中规定，“当事人请求不予执

行仲裁调解书或者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作出的仲裁裁

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就是说，仲裁调解中的文书

，包括调解书及按照当事人的要求或属涉外案件的情况下依

和解协议制作的裁决书，在执行中不受我国人民法院涉及实

体方面的监督程序约束。 仲裁调解中，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

，应立即制作并发送调解书或裁决书为好。这一方面可以让

当事人少跑路，也省下送达时间，另一方面，可防“夜长梦

多”与“节外生枝”出现。如果在仲裁申请的请求中，只有



部分事项达成和解，也可以就这一部分事项制作调解书，其

他事项制作裁决书。这种作法，由于在相关法律中并没有禁

止性规定，应是可行的。在实践中，我们还探索出由债权人

适当让步达成和解后由债务人“抱起钱来领调解书”，以及

在当事人互负债务和解后，由共同信任的仲裁机构充当代收

代付的中间人协助及时履行等方式。由于这些方式同时具有

“三率”的优点，很受各方当事人的欢迎与称赞。 综上所述

，高度重视促进仲裁调解成功并注意仲裁调解技巧的探索与

应用，是当代仲裁人的一种现实责任和历史使命。笔者也深

信，经过诸多同仁的共同努力，中国的仲裁调解制度将在仲

裁事业第二次创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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