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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Paris王子就Hera、Athena与Aphrodite三位女神中最美丽的一位作出裁决，由此
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古巴比伦时代的犹太人的记事中，关于某人是否有罪的认定是由犹太人社
区中自行进行的审判程序决定的；也有观点认为仲裁最古老的渊源是村庄中遇到纠纷时请年长者依据
公正来决断。
虽然调整商事关系的准则与仲裁活动在古罗马法中已有体现，但当时商品交易在空间上与规模上的有
限性，使得相关商业准则的影响力较为薄弱。
中世纪时，来自不同城邦、不同港口进行商事交易的商人们，通过自行设立的行商法院（Piepowder）
解决争议，这样的行商法院开始具有现代调解或仲裁庭的性质。
随着11世纪十字军的东征，威尼斯成为大批军队与后勤保障的转运口后，商品交易与货物运输的迅速
发展促成了商人习惯法的萌芽与现代商事仲裁制度雏形的形成。
自1697年英国议会正式承认仲裁制度、产生了第一个仲裁法案起，作为一项古老争议解决机制的仲裁
呈现出显著的发展前景，从国内仲裁扩展到了国际商事仲裁。
国际商事仲裁源远流长，其中蕴涵的法理基础、实证规则与价值规范更是博大精深。
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国际商事仲裁逐步形成了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普遍接受的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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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国际商事仲裁法：法理、规范与实证》写在《纽约公约》实
施50周年之际，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与历史意义将敦促我们依据公约的精神与理念，借鉴业已形成的
国际商事惯例，立足于当前我国仲裁发展的情形，不断地完善我国相关的商事仲裁立法，以规范商事
仲裁实践和推进我国商事仲裁事业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已使其在亚太地区甚至是国际社会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建立与此相
适应的法律制度以及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为经济贸易的良性发展提供充分的保障与后续力量势在
必行。
给予商事仲裁宽松的发展环境，促进国际商事仲裁的现代化发展，对于改善我国的法治大环境，乃至
维护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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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从比较法角度论我国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论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论
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与立法完善”等多篇国际商事仲裁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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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可仲裁事项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带动下，商事交往日趋广泛化与相关化，国际商事仲
裁也在朝着协调统一的轨道发展。
反映在仲裁协议中争议事项与仲裁裁决裁断事项的认定上，即各国对仲裁所实施的监督与审查标准趋
于统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也逐步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
毋庸置疑的一大趋势是国际上普遍采用对仲裁发展有利的立场来解释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其结果是
可仲裁事项的范围日渐扩大。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仲裁庭日益取得传统上被视为不可仲裁的事项的管辖权。
国家基于想发展成为国际仲裁中心、或一直是国际仲裁受益者的整体利益的考虑，对国际仲裁制度与
仲裁员水平逐渐信任，并且认为资源有限的法院应当将重点放在本国民众关心的事项而非浪费在私人
商业合约争议，因此转而站在支持仲裁的立场上。
在国家发展仲裁的形势推动下，法院也摒弃了以苛刻态度来解释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的做法。
既然若不能使争议的解决具有执行力则导致仲裁失去价值，那么同样的原理则会导致法院在裁决执行
力的问题上缩小解释不可仲裁抗辩。
可以说，法院判例在促进可仲裁事项扩大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诚如有学者断言判例逐渐成为仲
裁制度的最佳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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