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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诉讼程序之外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有效途径，是新时
期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优势与作用，努力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当前形势下，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所带来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了社会矛盾主体
的多元化和矛盾纠纷的多样化、复杂化，这也给人民调解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和新的挑战。
为此，以构筑“大调解”格局为基本思路、以加强基层调解组织的建设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作用为
核心的人民调解工作，已成为维护当前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和重要举措。
然而，人民调解工作的现实状况是缺乏专业化的人民调解队伍，这使人民调解工作的优势没能得到充
分发挥。
对于工作在第一线的人民调解员来说，更是迫切需要系统的人民调解技能理论的指导，以适应时代和
形势的要求。
    尽管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缺乏对人民调解制度深入系统的研究，而有关人民调解
的书籍，特别是能系统提高人民调解员实战技能的实用教材更是少之又少。
鉴于此，编写针对性强、旨在提高人民调解员调解技能、突出实用性的《人民调解实务》实属必要。
为使本书能真正体现内容丰富、生动实用的特点，满足基层法律工作者的需要，承担本书编写任务的
作者先后到深圳、珠海、江门、台山、中山、东莞等地司法行政部门和基层司法所进行调研，掌握了
大量的有关人民调解工作的第一手材料。
并以此为依托，形成了人民调解工作的系统方法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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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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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的调解方法与技巧　第三节　离婚纠纷的调解方法与技巧　第四节　赡养纠纷的调解方法与技巧
　第五节　损害赔偿纠纷的调解方法与技巧第九章　人民调解文书　第一节　人民调解文书概述　第
二节　人民调解协议　第三节　人民调解的其他文书  参考文献　附录一：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
　附录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　附录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
若十规定　附录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卷见》的通知　附录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
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  第五节　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原则第四章　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和受案
方式  第一节　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  第二节　人民调解的受案方式第五章　人民调解的程序  第一节　
人民调解案件的受理  第二节　人民调解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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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民调解概述　　第一节　人民调解的概念和特征　　民间调解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行
之有效的古老方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正是在我国古代民间调解活动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
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创建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早在1931年11月的《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就规定了地方政府具有调解职能，而l942年的
《晋察冀边区行政村调解工作条例》和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案件凋解条例》等更是将人民凋
解制度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
　　建国以后，人民调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1954年，《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人民调解制度在新中国首次确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调解工作进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进一步完善了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使人民调解工作逐步走向规范。
实践证明，人民调解已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之一，成为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一项优良制度，是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调解制度在国际上二享有“东方经验”、　“东方一枝花”的美誉。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化解民问纠纷、宣传党的方针与政
策、反映社情民意、实现群众自治和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先后出台多项规定，对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和改造
，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这有效地推动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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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民调解实务》同样适合高职院校法律事务专业学生作为教材使用，对其他司法工作者也具有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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