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

13位ISBN编号：9787561535981

10位ISBN编号：7561535988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厦门大学出版社

作者：齐树洁 主编

页数：463

字数：58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

前言

东莞法院与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合作已经有好些年了，除了厦门大学法学院在社会的影响力外，更重要
的原因在于齐树洁教授持续不断的推动。
齐教授是个非常和善但治学却极为严谨的学者。
我们在研究兴趣点上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感到研究法律除了需要扎实的理论功
底外，司法实践是法科学生理解法律从而真正进入法律之门的必要途径。
而要实现这一点，加强院校与司法实务部门的合作是最便捷也是最为有效的路径。
对于长期在审判第一线工作的法官来说，能够在理论上得到提升，从而提高办案水平亦是其最为渴望
的事情。
显然，与院校交流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2009年之前，我们的合作主要是进行课题研究以及指导学生实习，合作出书只是口头上说说，并没有
付诸行动。
自从我从中级法院调到第一法院工作后，面对着法官们辛勤工作之余撰写的文章，深感其内容丰富且
有现实意义，意识到如能将其结集出版可谓善莫大焉。
其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好好总结。
从人均案件量来看，2009年东莞法官人均结案达355件，可以说，东莞的法官几乎是全国最忙的法官，
东莞法院极其丰富的案件资源是学术界认识分析探究中国司法或者法律实践最好的素材，其中许多纠
纷可能是中国最先碰到的问题，而这些法官的经验确实有必要好好总结。
二是为了分享。
我希望这些成果能够让全社会尤其是法律职业从业者一起来分享，因为东莞的今天或许是内地很多城
市的明天，东莞法官今天面临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内地法官或者其他法律工作者明天面临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将东莞的经验公开实在是多赢的事情。
根据齐树洁教授的建议，我们还会组织更多的学者参与撰写这套丛书，使其内容更加充实，既立足当
下又面向未来。
经验与学术结合、理论与实践互动将是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
在这套丛书里，对实务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点。
我们把视角主要放在了东莞，除了因为合作主体的因素，还因为东莞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东莞是个全新的城市，但说它“新”并不意味着没有根基，实际上东莞建郡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
近代史的开篇之地便在东莞，史家均认为“虎门销烟”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篇章，而虎门正是东
莞的一个镇。
让人们感到东莞的“新”完全是基于30年来的改革开放。
由于开放的缘故，东莞顺利承接了国际制造产业的转移，同时也接纳了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包括尊
重规则信守合同的法治准则，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东莞得到了充分的吸收和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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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厦门大学司法制度研究丛书之一种，系作者主持的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批准号：07BFX069)的最终成果。
本书在阐述纠纷解决机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实践经验，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外国相关制
度，提出了构建和完善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立法建议，包括民事诉讼、民间调解、公益诉讼、
商事仲裁、行政裁决、行政信访、私力救济等具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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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同源性和选择性行政裁决既不同于其他典型行政行为也不同于职权性行政裁决，因为行政机关
在这两类裁决过程中更具中立性，其情形近似于法院司法，而根据古老的“裁判者免责”的原则，行
政裁决机关不应被诉至法庭，因此，不应适用行政诉讼模式。
对这两类裁决的司法救济不妨借鉴日本的当事人诉讼制度。
当事人诉讼制度具有如下程序上的优点：首先，其被告不是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而是作为行政裁决
对象的民事纠纷的一方当事人。
在诉讼中，法院审理的对象不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
，这些特点可以解决行政裁决机关担心成为被告或担心败诉而怠于行使行政裁决权的问题，消除行政
机关的抵触情绪，有利于调动行政机关行使法律赋予的行政裁决权力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行政裁决制
度解决纠纷的功能。
其次，它避免了民事诉讼的缺陷。
这种制度似乎和民事诉讼相近，但实际上，日本的当事人诉讼为行政诉讼法所规定，是行政诉讼的一
个特殊类型，这就避免了一些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法提起诉讼的问题。
最后，为了解决当事人诉讼中行政裁决和司法裁判的冲突问题，设计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制度。
如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必要时强制行政机关参加诉讼，法院的裁判结果拘束行政机关等，
这样有利于法院利用行政裁决机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作出更公正的裁决，符合司法最终原则和诉
讼经济原则。
正由于当事人诉讼制度具有以上优点，所以，它能够很好地克服一般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弊端，在
解决民事争议的同时，还使行政争议得到了解决，是对同源性和选择性行政裁决进行司法救济的一种
比较理想的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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