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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调解趋势(第2版)》由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澳大利亚邦德与默多克大学兼职教授娜嘉·压力
山大教授主编，由上海交大法学院王福华教授等翻译。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从国际及比较法层面为人们提供调解制度这一法学新领域中的灵感，激发人们的学
术追求。

　　过去30年中，调解制度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广为运用的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本书介绍的诸国及地区的调解制度包含了由众多故事讲述者的叙述构成的纷繁多样的版本——不同实
践、不同社区、不同法院、日益增多的机构、不同的规则及认证标准，及形形色色的调解学说及调解
理论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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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澳大利亚）娜嘉·亚历山大（Nadjia Marie Alexander） 译者：王福华 等娜嘉·亚历山大，澳
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文学学士、名誉法学学士；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知识产权学法律硕士；德国图宾根大
学法学博士。
娜嘉·亚历山大现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澳大利亚邦德与默多克大学（Bond and Murdoch universities）
兼职法学教授，同时兼任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名誉研究员。
曾在澳大利亚、欧洲、美国、南非等国及亚太地区从事调解实务、培训、研究等工作，并担任政府顾
问，积累了丰富的纠纷解决经验。
娜嘉教授从事的调解工作涵盖了从国际争议到商业、组织、知识领域到法律、政治等广泛领域。
她曾获澳大利亚昆士兰州1994——1996年度教师奖、1997年澳大利亚国家教师奖，并获得澳大利亚《
职业女性》杂志“最佳职业女性五杰”提名。
娜嘉教授还担任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CIAPMC）的外方专家；兼任国际调解学
会标准委员会会员、澳大利亚全国替代性纠纷解决咨询理事会（NADRAc）委员、澳大利亚ADR法律
专业委员会委员、德国调解陪审委员会委员、德国联邦政府调解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等职。
娜嘉教授有关谈判与调解方面的著作已被译成德、俄、英等多国语言在界范围内出版。
本小《全球调解趋势》曾人围2007年美国民事诉讼（CPR）学科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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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全球：许多调解保密的支持者认为，保密是调解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否则调解程
序将无法运作。
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认为调解过程本身受到保密的保护，调解项目管理人和其他人也主张这一保护
。
对保密的广泛认同也能够避免法院过度介入调解过程。
关于保密的实体问题，需要考虑的是保密内容的确切性质。
调解中的许多证据都要被排除，包括口头和书面的交流，以及肢体语言的交流，如当事人和其他参与
人的行为举止。
尽管为调解而制作的文件被认为也应当受到保护，然而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法院却允许当事人披露仅为
调解目的而制作的录相带。
许多法律都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某证据或信息是可以发现的，那么即使它在调解中出现或被提出也同
样保持其可发现性。
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一方当事人通过调解程序掩盖证据而设。
总之，判断哪些信息应当受到保护以及保护的范围，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调解信息的保密程度具有多样性。
有些情况下调解员可能被禁止向法院泄露信息，但可以向除此之外的其他领域披露。
还有些情况下调解员被认为拥有保密特权或义务，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其在调解过程中获得的信息。
因此，在考虑保密性时，当事人有必要了解保密规定的范围和限度。
例如"证据排除"一词指的是某些信息因为某种原因而被排除在审判或其他裁判程序之外。
这是根据法律和规则而创设的一种法律上的安排。
如果主张排除，则必须在证据被要求或提交法院时提出异议。
调解信息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在于确保当事人向调解员或在当事人彼此间披露的信息不得在其后的
法律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
尽管许多州还没有出台明确的法律，但大部分州似乎都禁止当事人和调解员出庭作证。
证据排除也能为调解员提供保护，一旦认定该信息不具可采性，那么要求调解员出庭作证或提供信息
的请求将不被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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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调解趋势(第2版)》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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