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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调解制度》不仅研究了调解制度的基本理论和一般原则，而且对于调解的各种具体制度也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包括社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劳动争议调解、国际经济贸易及海事争议
调解、仲裁调解、人民法院调解等。
 
书中的特点是较为关注调解的实践问题。
“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长青”。
立法的理论的设计规划只是反映了调解的应然状态，而要知道活生生的调解如何开展，则必须到实践
中去观察和领悟。
为此，作者一方面深入到法院、司法所、派出所、交警大队等单位和消费者协会、道路交通事故调解
中心等单位，亲自走访法官、司法助理员、民警和人民调解员等人员，从中获取了大量反映各类调解
实践的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作者也借助现代发达的通讯和网络技术，收集到了各地调解实践中的具
体规章制度和典型做法。
对于这些勾勒出我国调解制度真实面孔的实践探索，作为均在相应的章节进行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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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民间调解 民间调解又分两种形式： 1.宗族调解。
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性极强，宗族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
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族长权力很大，“族人犯轻微的刑案，亦予以惩罚；重者则送官究治。
族内民事争执，亦大率由族长独行，或会同耆老，而予以裁判或调处”。
“亲属间的法律纠纷，一般听凭家长、族长裁决”。
由此可见，宗族调解是古代民间调解的重要形式。
由于一族之人比邻而居，财产关系多发生在族人之间，由族长出面调处，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清代《顺天府档案》载，在宝坻县所有以调处结案的民事诉讼档案中，族长、亲友调解成功的占总数
的一半以上，再加上封建大家族传统观念的影响，一族之内，以和为贵，以争论为耻，提倡“敦宗族
，和乡里，戒争讼”。
因此，族人和乡邻有了纠纷也不愿到官府争讼，愿调解解决，所以，宗族内的调解是十分有效的。
当然，由于一族之内尊卑长幼的区别，财产地位的差异，调解肯定是不平等的。
 2.亲友、乡邻调解。
排难解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劳动群众在一块生活、劳动，难免发生各种纠纷。
纠纷发生后，不待当事人向官府起诉，当事人的亲友、乡邻和族人就主动出面召集双方当事人，帮助
他们和平解决纠纷。
这种形式的调解，既可以及时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又不失和气。
有利于稳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客观上还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
也得到封建国家的支持和提倡。
 （三）官府和民间联合调解 这也是古代调解的一种重要形式。
某一纠纷如果当事人起诉到官府，或乡长、里正查验申报人官、官府则派人会同乡里、族长、亲友依
情调处，如互有殴伤，官府则批差役下乡查验并协同乡保调处；如事关亲属，则批乡保会同亲友、族
长调处。
根据不同情祝，确定调解人员的组成，这也是一种很有效的调解形式。
 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调解的特点 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尽管在两种不同
的社会形态中调解具有不同的特点，但由于其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诸因素的相同或相似，
也可对这一时期的调解归纳出如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调解的目的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建立
适于其统治的社会秩序，维护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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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调解制度》对中国调解制度的沿革，中国调解制度延续和发展的社会根源，调解争议的原则，
社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劳动争议调解、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及海事仲裁调解、国际经济贸易
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海事仲裁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仲裁调解及人民法院调解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和论证。
作者勾勒出我国调解制度真实面孔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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