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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已于2010年8月28日经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
议通过，自2011年1月1日起实施。
为了配合人民调解法的学习和实施，使社会各界能够准确理解和把握立法原意，参与人民调解法起草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和司法部法制司、基层司的同志编写了这本《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调解法解读》，对人民调解法逐条作了解释和说明，以求准确、详尽、通俗地阐释人民调解法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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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则本章共6条，主要规定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
的目的、根据，人民调解的性质、原则以及国家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支持和保障等内容。
第一条为了完善人民调解制度，规范人民调解活动，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
法，制定本法。
条文主旨本条是关于《人民调解法》立法目的和立法根据的规定。
立法背景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深厚中华民族传统的法律制度，是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
讼解决方式。
调解制度源于我国古代民间调解“排难解纷”、“止讼息争”的传统，因其契合了中华民族“以和为
贵”的道德观念和处世方式，为传统儒家思想所推崇。
早在西周时期，官府中就设有“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
秦汉时期，官府中的调解制度发展为乡官治事的调解机制。
唐代，乡里讼事先由里正、坊正调解之。
宋朝也有官吏调解的记载。
明清两代沿袭和发展了历代的调解制度，并将民间调解行为上升为法律规范。
现代人民调解制度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农会组织和一些地区建立的局部政权组织中设立调解组织
，用于调解人民群众之间的纠纷。
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区、乡两级政府、川陕省的区、乡两级苏维埃政府都设有“裁判委
员会”，负责办理民事案件，解决群众纠纷。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调解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边区、根据地等乡村都设有调解组织，当时就叫“人
民调解委员会”，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调解制度在继承我国民问调解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一项社会主义民
主与法律制度。
人民调解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为预防和减少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
会和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
道防线”。
我国的很多法律制度都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制定的，但人民调解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的法律
制度，是我国创造的矛盾解决方式。
国外对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誉之为“东方经验”。
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司法界人士都称赞人民调解是中国的一个创造。
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人民
调解工作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党和政府充分肯定人民调解的作用，把“调解优先”作为化解矛盾、消除纠纷的原则，对新时期人民
调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民问纠纷不断演变和发展，人民调解的范围，逐渐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轻
微侵权等常见、多发的矛盾纠纷，向土地承包、拆迁安置、环境保护、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纠
纷领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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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解读(权威读本)》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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