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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陶海青

有投资必有争端，有贸易必有纠纷。

“诉讼作为一种传统的解决贸易纠纷的

方式，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中国仲裁法学

研究会会长、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尹宗华说：

“但传统审判机制的诉讼负荷日益沉重，诉

讼成本高，审判时间长，已经成为世界性难

题。仅仅只是依靠司法诉讼程序难以解决

所有经济纠纷，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逐渐得

到重视。”目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已是国

际通行做法。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副秘书

长郭峰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政府也已经认识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

制的重要性，并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写入

四中全会议题。

牵头组建ADR研究方阵

近日，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

tion，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称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研究方阵在中国仲裁法学研究

会 2015 年年会上宣布成立。成立仪式由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于健龙主持。研究会会

长、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尹宗华宣布了“ADR 研

究方阵”成立及组成名单。

尹宗华表示，根据中国法学会《关于进

一步加强研究会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

为发挥研究会的人才优势，更好地完成中国

法学会委托的年度重点课题研究任务，在中

国法学会的支持、指导和协助下，中国仲裁

法学研究会决定联合若干个在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领域研究能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的实体性科研机构（即研究会+5 个左右实

体 性 科 研 机 构），牵 头 组 建“ADR 研 究 方

阵”，深入开展 ADR 协同创新研究。

“ADR 研究方阵”的成立，意味着中国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进入强强联手、

协同创新、集中发力、整体推进阶段。

发达国家建立ADR调解机制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的 概 念 源 于 美

国。在美国，很多证券期货争议其实是在法

院之外处理的。

同样，诉讼案件的迅猛增长也令德国的

法院系统不堪重负。为此，德国通过数次修

改《民事诉讼法》、制定《司法简化法》和《司

法负担减轻法》等做法来应对这些新变化，

力图通过进一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

率，减轻司法系统的负担。与此同时，德国

立法和司法部门也开始将眼光转向诉讼外

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2008 年 5 月 21 日，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

会于斯特拉斯堡作出了一项关于在欧盟范

围内推动建立调解机制的指令。根据该指

令 第 11 条 的 规 定 ，欧 盟 委 员 会 应 不 迟 于

2016 年 5 月 21 日向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以

及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本

指令实施情况的报告。

德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和上述指令的发起

国，致力于将指令的精神转化为本国法律，并

使之贯穿于德国的司法体系之中。2010 年 8

月 4 日，德国司法部起草了一份促进调解和其

它ADR 方式的法律草案，提交国会审议。

此举引起巨大反响。目前，全世界已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制定了商事调解的法

律法规，还有部分国家在法案中对特定类型

的争议尤其是对商事争议规定了调解前置程

序；美国、英国及中国香港地区还通过诉讼费

罚促使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方式解决争议。

中国有望出台ADR方案

“国外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中国

对 ADR 的认识较晚，我们派出了大量优秀

人才到发达国家学习 ADR 的理论知识，并

且深入研究，现在处于把理论付诸实践阶

段。”郭峰说。

事实上，在中国，协商一直以来都是最

常用的解决经济纠纷的方式。

郭峰认为，设立优先调解制度是一个优

选方案，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诉讼外，可为法

院减轻大量案件处理负担，减少法律资源浪

费，使法院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提高裁

判品质，提升司法公信力。另外，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具有很多优势，比如省钱、省时、

能为当事人保密、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自主

性、形成令人满意的纠纷解决方案、维护双

方长期关系等。

郭峰坦言，对于 ADR，中国法学界理论

积累丰富，但缺乏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的桥

梁。因此，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计划用 5 年

时间，综合、归纳各方的成果，起草系统化、

具有可操作性、最权威的 ADR 方案，通过中

国法学会上报中央相关部门，作为制定相关

政策、法规的依据，完成四中全会赋予法学

工 作 者 的 历 史 使 命 ，让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ADR 屹立于世界法学之林。

■ 本报记者 静安

应中国贸促会邀请，由日中经济协会会

长宗冈正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

会长 原定征、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三村

明夫率领的 2015 年度日中经济协会联合访

华团将于 11 月 1 日至 8 日访问北京、四川。

日中经济协会是日本国内专门对华经

贸促进团体，成立于 1972 年。自 1975 年开

始，该协会每年都组织由日本经济界代表

参加的经贸代表团访华活动，为促进中日

两国经贸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次是该协会第 41 次组织大型经贸代

表团访华，并首次联合日本经济界最重要

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本商工

会议所共同组成大型访华代表团，以表达

日本经济界对中日关系能够改善的期盼。

这是今年日本经济界规模最大的访华团，

备受日本国内政经界关注。

该代表团由来自 65 家企业、3 个经济团

体、经产省政府和大使馆、15 家媒体等 220

余人组成。其中，随访企业涵盖综合商社、

金融保险、汽车制造、电力能源、运输物流、

机械制造、化学制造、建筑、钢铁等领域，包

括世界 500 强企业 21 家。

访华期间，日中经济协会联合代表团

将在 11 月 2 日下午与中国贸促会共同举办

中日企业家对话会。对话会主题为“创新

与全球化商务合作”，预计参会人数达 300

人左右。双方企业家将针对中日经贸合作

内容发表言论、提出建议。对话会结束后，

中国贸促会将与日中经济协会、日本经团

联、日本商工会议所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日本经济界最大规模经贸代表团将访华

本 期 关 注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牵头组建 ADR 研究方阵

中国有望建立非诉讼解决贸易纠纷新机制

“十三五”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日前，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

“十三五”是本次会议的一大看点。其

中，能源是“十三五”规划重中之重。据

了解，国家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上报

等工作将在 2016 年 3 月至 5 月进行。

有媒体报道，中国能源发展和改革

的战略导向已基本明确，主要集中在能

源消费总量控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

力发展清洁能源、能源体制改革上。

一位参与“十三五”能源规划前期重

大问题研究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保障能源安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将是‘十三五’能源规划的核心内容。‘十

三五’时期，中国将构建发达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

中国成为第三个页岩气商业开发国家

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发布消息称，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在四川盆地、鄂尔

多斯盆地相继取得重大突破，形成涪陵、

长宁、威远、延长四大产区，产能超过 60

亿立方米。这也标志着中国成为美国、

加拿大之后第三个实现页岩气商业性开

发的国家。

日媒预测人民币基本确定纳入SDR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已基本决定了最早在

11 月之内将中国货币人民币纳入特别

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方针。作为

全球主要货币之一，人民币将在事实上

跻身国际储备货币行列。

IMF 为在 11 月下旬举行将人民币纳

入 SDR 的理事会，目前已展开协调。预

计将在 11 月决定纳入，而实际纳入 SDR

要经过筹备期，预计要等到明年秋季。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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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27 日发布数据，1 至 9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30324 万亿元，同比下降 1.7％，降幅比 1 至 8 月份收

窄 0.2 个百分点。其中，纺织业增长 7.8%。9 月份当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357.8 亿元，同比下降 0.1％，降幅比 8 月份收

窄 8.7 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本报讯 日前，中国并购公会与德

国联邦并购协会正式签署《中国—德国

企业并购合作沈阳宣言》，明确以中国东

北地区作为重要的合作基地，支持双方

企业参与中德（沈阳）装备制造产业园

（简称中德装备园）建设，打造“中国制造

2025”与“德国工业 4.0”对接合作平台。

此外，双方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德企业并

购基金。基金首期规模为 10 亿欧元，重

点服务领域涉及智能设备、消费品、医疗

服务、金融服务等。

此项宣言是在近日于沈阳举行的中

德企业投资并购论坛暨中德企业交流会

上签署的。作为中德两国深度合作的新

平台，中德装备园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

注。德国联邦并购协会主席卢克思说，

德国目前正在推行工业 4.0 战略，有企业

计划在医疗健康等领域与中德装备园开

展合作。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行长贾天

兵介绍，中行将为企业由“融资”向“融

智”拓展提供优质服务，依托国际化、多

元化、一体化等优势，支持辽宁企业“走

出去”。

据介绍，中国并购公会和德国联邦

并购协会将在北京和慕尼黑建立合作办

事处，组织两国企业并购代表团互访并

建立稳定的并购服务体系，提供风险评

估、企业对接、财务法律协助、融资服务、

并购谈判等服务。 （韩 冰）

中德企业并购合作宣言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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