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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洪冬英编著的《当代中国调解制度变迁研究》内容介绍：中国调解制度绵延悠长，影响中国社会纠
纷解决机制至深。
当代调解制度有其特殊性，区别于传统的调解。
传统调解是一种纠纷解决的方式，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安排，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追求自然秩序和谐
的理想，它与儒家的“无讼”思想是吻合的。
但调解发展到当代，已具备了区别于传统调解的功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发展下，当代中国的调
解不仅仅是传统调解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中发挥着其不
可替代的作用。
《当代中国调解制度变迁研究》通过调解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阐述了当代调解制度对传统调解制度
的扬弃过程，剖析了当代调解制度与传统调解制度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展示了两者迥然不同的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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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群众团体调解。
即依靠群众组织解决群众之间的纠纷。
各群众团体是各行各业群众自己的组织，代表和保护本团体群众的利益，为群众解决纠纷是它的主要
目的之一。
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是群众自己选举产生，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对所属群众间的纠纷知根知底，
易于合理解决。
群众团体作为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在动员与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方面起着巨大作用，
在解决群众纠纷中也起着一定作用。
《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确立了群众团体进行调解工作的法律地位，第4条规定：&ldquo;得
由双方当事人各自邀请地邻、亲友，或民众团体，从场评曲直，就事件情节之轻重利害提出调解方案
，劝导双方息争。
&rdquo;　　《冀南区民刑事调解条例》第4条第2款规定&ldquo;由双方当事人之一方，申请村公所调
解，由村长农会主任（或其他村干部）召集双方当事人之亲友地邻或民众团体，或其他有关人员，开
调解会，大家评论曲直，就事件情节之轻重，提出调解方案，劝导双方息争。
&rdquo;①但群众团体调解由于受到调解对象的限制、发展又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它的地位和作用，
不如民间调解和政府调解。
群众团体的组织形式，各抗日根据地不尽相同，可分为两种：一是设有专门的调解组织，一般是在区
村设立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民间纠纷的工作；二是不设专门的调解组织，如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岳
区，由各群众团体直接履行调解的职能，不仅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行使调解的职能，甚至冬学、互助
组也行使调解的职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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