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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
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
动。
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
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
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
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
—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
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
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
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
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
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
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
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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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仲裁制度的基本理论，借鉴在商事仲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以及国际性商事仲裁规范
的发达实践和先进理念，细致梳理我国仲裁制度的一般机理，并检讨我国仲裁立法和实践中出现的种
种问题，以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仲裁立法的基本路径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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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什么是仲裁制度的自足性？
这是在探讨仲裁制度自足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之前所应当解决的一个前提性的问题。
  在术语学上，自足性是指一种事物在构成要素上能够不依赖于另一种事物而独立存在。
因此，所谓仲裁制度的自足性，是指仲裁制度和民商事仲裁法律体系相对于诉讼制度而言存在着自身
要素上“自给自足”的特征，也即除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以外，仲裁制度对纠纷的裁判和运行程序能
够不依赖于诉讼制度的条件而独立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仲裁制度的自足性和仲裁制度的独立性是两个既存在区别又相互关联的概念。
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我国仲裁法学界对仲裁制度独立性的理解一般是指“仲裁庭依法独立行使仲裁
权不受他人干涉”，强调的内容主要是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之间相互独立、仲裁机构
独立于仲裁协会以及仲裁庭和仲裁员在仲裁案件时的独立判断，因此，仲裁制度和民商事仲裁法律体
系良性运行的内部要素是否具备与仲裁制度是否独立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对应关系，仲裁制度的独立性
并不等同于仲裁制度和民商事仲裁法律体系的自足性。
两者之间的关联在于：仲裁制度和民商事仲裁法律体系的“自给自足”能够促进仲裁制度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的意旨超越了仲裁机构的独立及仲裁庭和仲裁员在仲裁案件时的独立判断，建立在仲裁制
度和民商事仲裁法律体系“自给自足”基础之上的仲裁制度的独立性在范围上更加广泛，程度上更加
深刻，表现为仲裁制度与民事诉讼制度比肩而立，在层级上与民事诉讼法保持协调，从而保证两者相
辅相成而使仲裁法居于国家基本法的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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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天地君亲师，古人如此颂扬师道；灵魂工程师，今人这样赞誉师德。
作为一个历经坎坷，曾经备受老师关爱的学生，现在又重回母校任教，人生中最值得感念的就是老师
们的深情哺育，更难忘的也是老师们的丝丝关切和拳拳爱心。
西政沐巴渝之遗风，拥歌乐之灵气，六十年风雨兼程，几度沧桑但终铸辉煌。
《旧约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的长存。
”西政这片浸润着巴渝文化和红岩精神的土地，凝聚了无数西政人的心血和努力，也汇聚了一代又一
代老西政人对新人的提携和关爱，共同推动和建构着这个学校的脊梁和精神，而我也有幸目睹并感受
了这种精神的洗礼和西政人的爱心。
春风化雨，润泽于心，那一幕幕深嵌心底，都是岁月中永不褪色的串串珍珠。
这里留下了我奋斗的足迹，也留下了老师们对我的殷殷关切。
西政求学时，跟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甚而寻常小事，过后思量倍动情。
读研究生时，有幸师从恩师谭兵先生。
逢年过节，先生与师母魏老师总是邀请我们十几位研究生到他们家吃火锅。
至今仍记得我们围炉夜话，热气腾腾的火锅中沸腾着温馨的师生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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