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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纠纷的普遍存在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
从短期来看，纠纷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社会秩序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因而，对纠纷解决机制的研
究，不仅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陈奎等编著的《论理与实证(纠纷纠纷解决机制及其他)》共四章节，内容包括纠纷理论、纠纷解决权
多元配置之组织机构建设、纠纷解决权多元配置之机制建设、纠纷解决权多元配置之成功模式解析。
本书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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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纠纷解决权多元配置之成功模式解析
　一、声名鹊起的“莆田模式”。
    　　(一)“莆田模式”之形成及其特点概述
　　(二)“莆田模式”之理论评析
　　(三)“莆田模式”之启示
　二、独具风格的“陵县模式”
　　(一)“陵县模式”之背景
　　(二)“陵县模式”之特点
　　(三)“陵县模式”之评析
　　(四)“陵县模式”之推广意义
　三、齐头并进的“潍坊经验”
　　(一)“潍坊经验”具体做法之理论评析
　　(二)“潍坊经验”之特点
　　(三)“潍坊经验”之成效
　　(四)“潍坊模式”之启示
　四、快速成长的“东莞模式”——以凤岗司法所人民调解为例
　　(一)人民调解工作现状
　　(二)人民调解工作流程
　　(三)人民调解的调处方法和技巧
　　(四)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劳动争议调解有效衔接机制
　五、耳目一新的河南“社会法庭”
　　(一)“社会法庭”之特点
　　(二)“社会法庭”之优势
　　(三)“社会法庭”的创新价值
　六、纠纷解决权多元配置模式之理论评析
　　(一)视角转移：以当事人的解纷需求为中心
　　(二)理念转变：整合机制，形成化解纠纷的合力
　　(三)权力主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运行的内在动因
　　(四)人文解纷：各地实践模式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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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这种解决可能因焦点是否涉及到实体利益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来看，这些焦点往往是带
有强烈的伦理性的，双方当事人的分歧及他们的目的也是在于让长者评判孰是孰非。
　　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长者在评判是非的过程中，往往会不时地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问询，其主
要目的并不是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在于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从当事人那里尽可能获
取精确的信息，甚至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会将自己的理解予以必要的复述，从而确定自己与当事人之
间是否实现了信息对称。
信息是否对称，是纠纷能否妥善解决的基础，这种观点在家族调解中是非常明显的--它不同于举证责
任，也不同于法官的“释明义务”--它所强调的是，无论当事人如何操纵信息，但对于当事人已经予
以表露的信息，必须在当事人与协调者之间尽可能地实现对称。
这种做法，对我们完善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比如说，在诉讼程序中，特别强调法官的消极性，但这种“消极性”是否意味着法官必须如同有意识
的“木偶”那样，除了控制庭审程序外，对涉及当事人的事项一概无动于衷呢？
显然，法官对于当事人不了解或无法正确理解的事项应当进行必要的释明，除此之外，当事人所提供
的信息是否被法官正确，全面地理解，这不仅直接影响到法院的裁判结果，而且是当事人所关注的。
但现行的诉讼制度似乎有意地规避了这个问题，或者从机制上无法保障法官积极地向当事人表明自己
对信息的获知情况，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庭审中，法官为了避免当事人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消除当事
人对其中立性的质疑，往往近乎极端地恪守消极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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