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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套有关纠纷解决的系列教材，内容涉及纠纷解决原理，谈判（协商
，negotiation）、调解（mediation）等非诉讼解纷方式和各种专门性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法律实务。
教材的主题是古老的，但是作为法学院教育和法律实务部门的培训教材，又是全新的。
教材所阐释的是现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传统资源的一种继承与升华。
　　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作为当时的地方官吏，孔子在承担司法和纠纷解决职责时，也会像任何一位法官那样，遵循公平正义
之道、按照法律规则和程序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判，而这一点往往会被人们所忽略。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孔子和美国现代的霍姆斯大法官一样，都承认诉讼是“必不可少的恶”——虽然
恶，但必不可少。
法律是为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权利和义务，是人类行为的底线，由于社会存在利益纷争，存在各种形式
的恶，存在不守法的人和行为，就需要国家司法机关通过诉讼主持正义，保护为被恶所践踏和侵害的
善，为缺少理性的纠纷当事人做出裁判，恢复被纠纷和冲突破坏的秩序，因此，诉讼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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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纠纷解决：理论、制度与技能》为了适应法学院教育和实务部门培训的需求，汕头大学长江谈
判与争议解决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心共同编写这套纠纷解决原理与实务系
列教材，它适用于法律院校学生和实务工作者（调解员、仲裁员、法官）等。
　　《纠纷解决——理论、制度与技能》由三编组成。
第一编：纠纷解决原理，阐述了纠纷解决的基本原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类型及其起源
与发展；第二编：纠纷解决制度与程序，介绍分析了我国民间性、行政性、司法性以及专门性非诉讼
纠纷解决机制、制度和程序；第三编：纠纷解决实务技能，重点介绍了现代协商、调解和仲裁的基本
理念、方法、技能以及有关参与者的行为规范，旨在训练纠纷解决专业人员、律师提高纠纷解决的实
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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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愉，女，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高级访问学者，现任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比较
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研究会理事，著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集团诉
讼问题研究》《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等多部专著和教材，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杂志上发
表论文近百篇，曾获钱端升法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当
代法学名家等多种学术奖项。
　　李浩，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著有《举证责任研究》，合著《中国民事诉讼法的理论与实际》，《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专论
》、《司法的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等著作，在《法学研究》等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近百
篇.参加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民事诉讼法》编写，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诉讼法与律师
制度》的编写，曾获司法部优秀教材与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学术奖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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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机制与制度第一节 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制度第二节 专门性纠纷解决机制第三节 ADR立法与
非诉讼程序法第四节 非诉讼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衔接第五节 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现状第
四章 我国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第一节 商事仲裁与商事调解第二节 人民调解制度第三节 其他民间性纠
纷解决机制第五章 我国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第一节 我国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概况第二节 我国主要行
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第三节 信访制度第六章 我国主要专门性纠纷解决机制第一节 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制
度第二节 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第三节 交通事故处理机制第四节 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第三编 纠纷解决实
务技能第七章 非诉讼程序与纠纷解决实务第一节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多种模式第二节 谈判（协商
，negotiation）第三节 调解（mediation；conciliation）参考文献附录：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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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纠纷的构成要素　　纠纷的构成要素一般可分为纠纷的基本要素和纠纷关联要素两个部分
：　　1.纠纷的基本要素，包括：纠纷当事人，纠纷行动和纠纷对象。
　　（1）纠纷当事人，即纠纷主体，是指利益相互冲突的对立双方。
当事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实力、能力、价值观、社会背景乃至诸多的因素（例如性格、心理等）都
决定着纠纷的性质、对抗程度和解决方式的选择。
除当事人外，纠纷解决过程的参加者、辅助者等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2）纠纷对象，是指纠纷当事人争执的对象，即利害关系或相互冲突的利益。
纠纷对象受到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双重制约，本质上指向的是一种权利（包括社会权利和法律权利
）及其所包含的利益。
其具体形式或载体可能是多样的：可能是物质财富；也可能是非物质财富，如人身权（名誉、肖像、
身份、人格）等；或行为结果。
由于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的，纠纷对象的范围也会随之不断扩大，纠纷对象归根结底是受社会的物质
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往往先于和广于实定法所调整的范围，并必然远远大于法律规定的诉讼范围。
　　（3）纠纷行动，即纠纷当事人在纠纷发生过程中所采取的对抗行动，是纠纷的外在表现方式，
直接决定着纠纷的性质、激烈程度、解决方式的选择和解决的难易程度。
纠纷行动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首先，纠纷行为即纠纷主体意图损害对方的行为，可能是积极的行为（
如向对方进攻），也可能是消极的行为（如妨碍对方）。
一旦对方意识到了这些行为，并实施了相应的对抗行为时，纠纷就形成了。
其次，纠纷手段，即当事人为了实施纠纷行为所采取的策略、战术、攻击防御武器，等等。
手段往往体现为一种实力对比。
再次，纠纷主张，即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提出的有具体内容的要求。
这种主张既是为了证明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也是一种解决纠纷的具体方案。
最后，纠纷的影响，包括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纠纷的社会影响。
　　2.纠纷关联要素，包括：社会结构、纠纷的原因、纠纷的社会价值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等，这些是
影响纠纷产生及其解决的深刻的社会因素。
　　（1）社会结构，包括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组织结构等，这些因素决定着社会秩序
的状况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也决定着社会在纠纷解决中采用的组织、方式和规范等。
其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法治社会、乡村与城市等社会结构的不同（即所谓“熟
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其从纠纷的发生到解纷方式上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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