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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仲裁研究》是广州仲裁委员会创办的一份主要研究仲裁理论与实务问题的学术期刊，本辑为第十六
辑，包括：专论、探索与争鸣、仲裁协议、国际商事仲裁、仲裁实务、案例评析六大版块，旨在为国
内外法学界、仲裁界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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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仲裁推定规则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全面、客观”审查证据从而判定证据“真伪”的原则规
定含有证据推定的色彩。
参照民事诉讼法的原则，仲裁庭可以依其自由裁量推定证据，促使仲裁当事人全面、客观地向仲裁庭
出示证据。
《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4规定：“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
据，如果该证据有利于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不利于证据持有人，仲裁庭可以结合其他证据推定该主张
成立。
”（二）仲裁认可规则仲裁认可是指仲裁庭有权决定某些事实无须通过一般举证程序加以证明，这些
事实可能是常识性的，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如证据灭失，当事人无法提供通常所需的证据，这时仲
裁庭可依自由裁量权认定这些事实的存在。
与司法认知相比，仲裁认可的特点是：第一，形式公正不很明显。
司法认可通常具有严格的程序，在普通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中尤其如此；而仲裁认可相对随意，在形
式上富有弹性。
第二，客观不能并不当然阻碍仲裁认可的启动。
若当事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提出证据时，不得启动司法认可；而在仲裁程序中，即使当事人是由于客
观原因不能提供证据，只要该事实属于专业常识或惯常商业实践，仲裁庭仍然可以行使仲裁认可的权
力。
国际仲裁实践中赋予仲裁庭在“审定”证据方面的权力可表述为：只要仲裁庭认为适合，证据即有效
力。
与此观点相适应，仲裁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仲裁庭的自由裁量。
（三）经验规则《民诉证据规定》第64条对经验规则作了规定。
但经验规则能否应用于仲裁领域，我国仲裁法对此未作明示规定，由于各国对仲裁庭在审查证据方面
并未施加强制性义务，相反甚至有的仲裁规则还明确规定，仲裁庭可以不受本国证据法的约束。
因此仲裁庭在认证时有更大的自由裁量范围，而自由裁量向来都要受到仲裁员心证的约束，心证的形
成必然离不开经验规则的运用，因此，仲裁庭在认证时对经验规则的倚重是无法排除且根深蒂固的。
需要指出的是，仲裁庭通过认证程序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能达到法律真实的程度，不可能完全实现案
件的客观真实。
首先，从认识论上看，客观真实是无法实现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过程由认识对象、主体、认识内容三项要素构成，对象与主体的
交叉作用形成认识的内容。
从很大程度而言，证明的过程即是认识的过程。
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是认识的对象，仲裁员及当事人是认识的主体，证据及查明的案件事实是认识的
内容。
由于认识主体的参与，认识的内容永远不可能完全符合认识的对象，只能是一种“永远的、没有止境
的接近”，仲裁员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只能达到法律真实的程度。
其次，从证明实践看，完全彻底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
第一，从证明主体看，案件的证明是仲裁员在当事人的参加下进行的，每一个仲裁员在评判案情时都
受到自身诸多条件的制约，如知识背景、实践经验及思维方式等。
这些既定因素都影响着他们对案情的认识，不同的人对案件事实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说明案件事实是经由仲裁员头脑“改造”过了的事实，已不是原本的事实真相本身。
第二，证明对象的复杂性也影响到实质真实的查明。
第三，证明时间的有限性，对发现实质真实产生重要影响。
证明要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间内完成，这对仲裁员认定案情提出了时间要求，对此仲裁员不能随意地
拖延。
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认识的程度与认识时间的长短是成正比的，一个人用一生认识一件事，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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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两个月、用一年的时间相比，其认识程度一定存在差距，故仲裁期间必然对证明程度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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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仲裁研究(第16辑)》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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