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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纷机制——包括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
请愿，调解、和解等法院内、法院外、国家体制内、国家体制外、有第三者介入、没有第三者介入等
各种模式、各种类型的人类纠纷解决的机构、组织、制度及其运作方式、程序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系统试图对这么一个宏大系统进行整体的、宏观的研究，不仅研究其内部结构
及其相互关系，而且研究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这需要多大的决。
台和勇气，需要做多艰巨繁重的资料收集及其综合、分析、归纳、演绎工作，这需要多深厚的理论功
底和多扎实的宏观把握与逻辑思维能力。
何兵选择这么一个课题做博士论文，我确实有些为他担心：他行吗？
他能用十来万或十几万字的学位论文把这么一个课题做出来吗？
现在，他做出来了，他的博士论文已于2001年6月通过了答辩。
但论文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呢：是不是把解纷机制这个系统的内外关系说清楚了；是不是把我国现行解
纷机制存在的问题及病因、病源找出来了，找准了；如果论文把现行机制所生发的病、病因、病源找
到了，找准了的话，那么，论文所开出的“方子”能治得了那些“病”吗？
现在，他的论文出版了，摆在各位读者的面前，各位可以自行审查、评判。
　　我因为与何兵有些利害关系，不便于对他的论文多说什么。
但是，“不多说什么”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能说。
有些话不可以说，说了有不公正之嫌，而有些话却应该说一说，不说有不负责任之嫌。
我说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学位论文选题可以选小课题，小题大作，例如你可以写分子、原子
、质子；也可以选大课题，大题小做，例如你可以写地球、太阳系、宇宙。
过去我们一般鼓励学生选小课题，小题大作，总认为学生通常难于驾驭大课题，且一篇学位论文几万
字，最多十几万字，课题大了不可能写出深度。
这种担心和因这种担心而形成的做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也有片面性：大课题看你怎么做，如果你面
面俱到，大题大做，当然会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说不深刻；反之，你如果选择正确的角度，抓住事
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从宏观上探讨事物整体的某一方面（非所有方面）、某一环节（非全部环节）
的规律，即大题小做，一篇几万、十几万字的论文也可以把一个宏观性的大问题说清楚，说出深度。
因此，学位论文虽然应以“小题大作”为主，但也应该鼓励学生写一些有意义的大的、宏观性的问题
。
　　第二个意思：解纷机制是一个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课题。
人为了生存，必须共处，为了共处，则必须建立各种各样的解纷机构、制度、程序。
因为人们在共处过程中不可能不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纷、争议，不建立解纷机制，人类共同体就不可能
存在和维系。
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一部不断生纷和解纷的历史。
人类几千年以来，一直在探索着建立一个公正、有效的解纷机制，使之能在其共同体内形成一种最有
利于生产力发展，最有利于科技进步，最有利于人们生活幸福的秩序。
这种探索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请愿、调解等
各种解纷机构、制度、程序的建立，但是，这些机构、制度、程序作为一个整体的机制应如何架构，
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与外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整体社会环境应如何相互作用，人们现在还
远没有完满的、理想的答案。
因此，作为法律学者，这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课题，在人类越来越进入全
球化的今天，这个课题且具有了越来越大的迫切性。
　　第三个意思：何兵的这本著作（即他的博士论文）并非这个课题研究的开始，更非这个课题研究
的结束。
在本书之前，很多学者已对解纷机制的各个具体环节（如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调解等）做过许多
很深入、很细致的研究。
本书的特点在于对解纷机制做整体的和宏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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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书（原学位论文）篇幅的限制，由于作者掌握古今中外资料的限制，由于作者研究时间的限制
和其他限制，本书的研究不可能穷尽解纷机制的所有问题，对已纳入本书研究范围的问题也不可能每
个问题都研究很深入，本书的结论更不可能为每个读者都接受和认同。
我向各位读者推荐这本书，不是期望读者都接受和认同本书的观点，而只是希望各位读者都能关注这
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在可能的条件下亦能与何兵共同研究和探讨这个课题，使这个课题能在更大的
范围内和更深的层面继续做下去（何兵当然会继续研究、探讨这个课题），以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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