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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
同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恐怖主义危害加大，各种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发生
，非传统安全问题凸现，跨国犯罪日益猖獗，单边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影响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围绕资源、能源、市场、知识产权、人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贸易壁垒和经济、贸易摩擦明显增多。
各种热点问题所涉及的国际问题更加突出。
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在外交上、法律上动辄采取强势做法的态势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仍将存在。
作为国际关系的产物，国际法面临严峻挑战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坚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突出强调了国际法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关系，强调了国际法的
作用。
构建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既勾画了中国新世纪外交战略的总目标，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的形象，也指明了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发展的正确方向。
构建和谐世界，国际法无疑并必须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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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ADR（Ahem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争议解决方式之中，仲裁这一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传统争议解
决方法历来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早在1889年，英国人为了解决本国商人和其他欧洲国家商人在国际贸易上的纷争，颁布实施了第一部
仲裁法，标志着作为诉讼之外的争议解决方法，商事仲裁已逐渐丧失了其原始的纯粹民问习惯的性质
，进入了国家法律调整的阶段。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际商事仲裁体系
，使国际商事仲裁成为解决跨国商事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及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国际间的商业贸易纠纷不
断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商事仲裁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基于国际商贸发展的实际需要及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认同，各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普遍确立了支
持仲裁发展的原则。
国际商事仲裁凭借其高度意思自治性，法律适用灵活性以及裁决执行的有效性，在当今被广泛运用，
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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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晚近国际商事仲裁范围的扩大　　一国具有可仲裁性之事项的集合就是该国划定的仲裁
范围；仲裁范围之外的争议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不得提交仲裁解决。
近些年来，各国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扩大了国际商事仲裁范围，越来越多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被各国允
许以仲裁方式解决，并对国内可仲裁事项范围的扩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一节　仲裁范围的直接扩大——突破禁区的立法和司法经典　　一、仲裁立法改革与仲裁范围
的扩大　　（一）晚近国际范围内的仲裁立法改革　　晚近，各国国内可仲裁性立法的变革直接对国
际商事仲裁中可仲裁性问题产生了影响。
随着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发展，仲裁范围在一般意义上得到了扩展，并在具体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
的肯定。
　　以1979年英国废除两项过时和不实用的司法审查程序为先导，欧洲出现了仲裁法改革的大浪潮。
学者指出，在此后二十年间，每一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都提出了基本改变本国仲裁做法的
仲裁法律；而且，同样的仲裁法改革运动已在中美和南美洲展开。
亚洲国家也没有错过仲裁立法改革的潮流，如1987年泰国颁布的仲裁法是该国建立仲裁制度和鼓励使
用仲裁的早期成果，顺应着实践发展的要求并参照遵循《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该国又于2002年颁
布了新的仲裁法，废止了旧法。
我国于1995年制定了新中国第～部仲裁法典。
香港地区《仲裁条例》继1996年修订之后，又于2000年进行了增补；澳门、台湾地区也在20世纪末更
新了自己的仲裁制度。
　　这场世界范围内持续进行的仲裁法改革体现了当今仲裁制度发展的新需要和新趋势，集中表现为
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仲裁所管辖的商业和社会行为的范围得到了扩展，包括仲裁管辖事项范围
的扩大和仲裁条款效力向合同外的延伸；（2）确认仲裁条款独立于主合同中的其他条款而存在，在
仲裁条款独立性问题上一直处于先列的法国更迸一步地明确了仲裁条款的法律适用应与约束主合同的
实体法相分离；（3）当事人和仲裁庭的自主权增加，法院对于仲裁的司法干预受到更严格的限制。
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由此赢得了难得的宽松的法制环境，仲裁范围也扩展及传统不可仲裁的一些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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