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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4_BC_9A_c43_644209.htm 第二节 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一

、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经济纠纷，是指经济法律关系主

体之间因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矛盾而引起的争议。它包括

平等主体之间涉及经济内容的纠纷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发生的

涉及经济内容的纠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主体为实

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由于各自的

经济权益相互独立，加之客观情况经常变化，因而不可避免

地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经济权益争议，产生经济纠纷，如合同

纠纷、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就纳税事务发生争议等。为了保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持社会经济秩序，必须利用有效手段

，及时解决这些纠纷。在我国，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和方式

主要有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仲裁、民事

诉讼、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都是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方式，但

适用的范围不同。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经

济纠纷适用仲裁或者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当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可

采取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仲裁与民

事诉讼是两种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当事人发生争议只能在

仲裁或者民事诉讼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解决方式。有效的仲

裁协议可排除法院的管辖权，只有在没有仲裁协议或者仲裁

协议无效，或者当事人放弃仲裁协议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

行使管辖权.这在法律上称为或裁或审原则。 行政复议与行政



诉讼方式的选择则与纠纷的性质有关。根据法律的不同规定

，有的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也可以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

政复议决定不服时再起诉.有的则只能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

政复议决定不服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还有的则只能通过行政复

议的方式解决，由行政机关对纠纷作出最终裁决。 下面对解

决经济纠纷的几种方式分别加以介绍。 二、仲裁 仲裁是指由

经济纠纷的各方当事人共同选定仲裁机构，对纠纷依法定程

序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的活动。 从仲裁的概念可以看出，

仲裁具有三个要素： 1.以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为基础. 2.由双

方当事人自愿选择的中立第三者进行裁判. 3.裁决对双方当事

人都具有约束力。 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通过，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是仲裁活动进行的基

本法律依据。 (一)仲裁的适用范同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

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

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 下列纠纷不能提请仲裁： 1.关

于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 2.依法应当由行政机

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下列仲裁不适用于《仲裁法》，不属于

《仲裁法》所规定的仲裁范围，而由别的法律予以调整： 1.

劳动争议的仲裁. 2.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

纷的仲裁。 【例1-9】下列纠纷中，可以适用《仲裁法》解决

的是()。 A.甲乙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B.甲乙之间的货物

买卖合同纠纷 C.甲乙之间的遗产继承纠纷 D.甲乙之间的劳动

争议纠纷 【解析】正确选项为B。仲裁法的适用范围是平等

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或其他财

产纠纷。与人身有关的纠纷，不适用仲裁法，具有行政管理



关系的劳动争议以及农业承包合同发生纠纷可以由法律规定

的组织仲裁，但不由仲裁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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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