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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颁布与实施，结束了我国行政性仲裁的历史，仲裁制度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使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性仲裁得以确立、起步和发展。
仲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仲裁重要主体的权力（利），仲裁庭的仲裁权与当事人在仲裁中的
权利，一直是贯穿仲裁制度始终的主线。
随着世界各国仲裁立法浪潮的不断掀起，仲裁解决纠纷数量的急剧增长，仲裁权的各个层面也都在悄
然发生着变化。
如何面对仲裁的这种发展，如何探讨仲裁权理论对仲裁实践的影响，如何以此推动仲裁公正性的保障
进程，以及如何完善当事人仲裁权利的维护等，是仲裁制度以及仲裁立法永久的课题。
　　2001年法律出版社曾出版了本人的第一本独著专著《仲裁权研究——仲裁程序公正与权利保障》
，这是以1999年初本人撰写的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的专著，该书在2003年8月曾荣获中国法学会“全国
第五届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二等奖。
2001年至今已经过8个春夏秋冬，这期间虽然《仲裁法》没有修改，但仲裁理念正在逐步改变，传统仲
裁观念的樊篱正在被突破，仲裁解决民商事纠纷已经成为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并日趋融人人们的生活
。
随着仲裁机构的不断扩大，仲裁案件逐年增多，仲裁规则愈加成熟，仲裁研究也不断深入，国家关于
仲裁的司法解释更加符合仲裁自身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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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仲裁法》施行至今已有14年，其间虽未经修改，但仲裁理念正在逐步改变，传统仲裁观念的樊篱正
在被突破，仲裁解决民商事纠纷已经成为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并日趋融入人们的生活。
仲裁权是仲裁制度的核心，仲裁庭的仲裁权与当事人在仲裁中的权利，一直是贯穿仲裁制度始终的主
线。
仲裁权行使的公正度是决定仲裁质量高低的关键。
    本书是作者在八年前的《仲裁权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仲裁权进行延续性研究的最新成果。
书中不仅对仲裁权的研究结构进行了一定调整，修正了一些以往的观点使之更科学，也提出了新的观
点并进行了严谨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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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仲裁庭与法院的关系　仲裁庭与法院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法院对仲裁庭行使仲裁权的介入，以
及仲裁庭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法院行使相关权力的约束，避免司法的任意性。
　　（1）法院对仲裁庭行使仲裁权的介入。
法院有条件介入仲裁庭行使仲裁权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主要表现为对仲裁庭行使仲裁权的支持与协助
。
“顺应司法与仲裁关系发展的世界潮流，在现行立法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支持仲裁的精神。
没有一个条文旨在加强司法对仲裁的监督与控制作用，支持仲裁的倾向极为明显。
”[1]法院对仲裁庭的支持与协助主要体现在通过司法权的功能实现仲裁权的目的。
证据保全、财产保全以及对生效仲裁裁决的执行等都是由于仲裁庭缺乏强制力，而通过法院借助国家
强制力来保障程序顺利进行的举措。
同时，仲裁庭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接受法院对瑕疵仲裁的救济，如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和重新仲裁等。
　　（2）仲裁庭独立行使仲裁权，不受法院的干涉。
仲裁庭的独立性体现为行使仲裁权的唯一性和解决纠纷的终局性，在当事人授权和法律授权的范围内
自主审理和裁决案件，解决纠纷。
法院无权对仲裁庭行使仲裁权予以干涉。
　　四、仲裁权的功能　　功能亦即效能，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
仲裁权的功能就是指仲裁权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所能体现出来的功效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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