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
深刻调整，国际商事仲裁规则
正在不断演进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表示，新冠疫
情催生了数字化、智能化仲裁服务的发
展，疫情期间仲裁案件文件送达和开庭方
式越来越多地采用应用信息技术，包括向
当事人提供的电子邮箱、借助贸仲信息化
存储系统等送达仲裁文书，通过贸仲自建的
庭审平台网上视频开庭等，这些实践为后疫
情时代仲裁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积累了丰富
经验，同时也提供了更快捷、更准确、更低廉
的解决方案，符合仲裁高效率、便利化、低成
本的要求，契合绿色低碳环保时代的潮流。
为适应新形势下仲裁工作发展，满足国内外
当事人争议解决需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历时两年开展仲裁规则修订工作。修订
后的《仲裁规则》9月5日发布，将自2024年1月1日
起开始实施。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仲裁规则既是仲裁员、当
事人及其他仲裁参与人参加仲裁活动的行为规范，
也是仲裁机构对外服务的承诺函和保证书，更是仲
裁机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承杰介绍
说，此次贸仲《仲裁规则》修订，对仲裁程序应用信

息技术的成熟做法和良好效果进行了认真总结，明
确规定仲裁文书可优先采用电子送达、仲裁庭有权
决定网上视频开庭、仲裁员电子签名与其手写署名
具有同等效力、可以裁决书电子文本送达等内容，
切实回应数字时代的要求。此外，新版《仲裁规则》
修订内容还包括首次在规则中明确仲裁前置程序对
提起仲裁申请的效力，明确仲裁协议约定的前置程

序不影响申请人提起仲裁；创新多合同仲裁程序追
加合同的规定，为快速解决复杂多合同争议提供规
则依据；首次在国内引入早期驳回程序；规定第三方
应就其资助的信息及时向仲裁庭披露，有助于仲裁
庭判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增强仲裁程序的透明度
和公正性；明确超过30亿元争议金额的仲裁收费封
顶及中外仲裁员小时报酬规定和标准，降低国内案

件仲裁费费率标准，进一步减轻当事人仲裁费用
成本等……

“新版《仲裁规则》在完善程序设计
的同时兼顾制度创新，不断增强仲裁

程序的自治性、灵活性、公平性、
高效性和透明度，努力为贸仲

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
的制度保障，为中外当事

人提供更加国际化、专
业 化 的 争 议 解 决 服
务。”王承杰说。

据了解，国际
商会国际仲裁院、
伦 敦 国 际 仲 裁
院、美国仲裁协
会国际争议解
决中心、维也
纳 国 际 仲 裁
中心和联合
国 贸 法 会
等 ，近 年 来
均对其仲裁
规则作出修
订。各大国
际仲裁组织
在规则修改
的重点上也
都 呈 现 趋 同
化特征。

根据《中
国国际商事仲

裁 年 度 报 告
（2022—2023）》，
国际商事仲裁规

则所需要解决的
问题高度一致：主

要围绕解决仲裁用户
合理关切、提高仲裁效

率、适应科技和产业革
命发展等。所采取的解决

方案也一致或者相似：高度
集中在引入简易仲裁程序、第三

方资助制度，承认远程开庭和电子
送达，扩大合并仲裁和追加当事人适用

范围、提高仲裁程序透明度等方面。
对此，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贸仲仲裁员

赵健表示，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一
方面，要学习借鉴国际商事仲裁的先进经验，坚持
做好学习借鉴、引进吸收、改良提高的功课，保持与
国际通行做法与实践相一致。另一方面，要认真总
结我国仲裁实践发展经验，提炼仲裁与调解相结
合、简易程序和配置仲裁秘书等“东方经验”，不断
丰富国际商事仲裁实践，努力为国际商事仲裁发展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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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是解决汽车行业法律纠纷的首选方式

增强仲裁程序的自治性、灵活性、公平性、高效性和透明度

贸仲发布新版《仲裁规则》
明确仲裁文书优先采用电子送达，首次在国内引入早期驳回程序

让仲裁规则契合绿色低碳高效新潮流
编者按：

9月5日，在中国贸促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2—2023）》发布，这是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主要发起组织的中国仲裁周传统经典活动。

与往年不同的是，新版贸仲《仲裁规则》同时发布。这呈现出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最新发展趋势。

汽车行业法律纠纷案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
根据《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2—

2023）》，通过检索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以国内主
要整车制造企业及其设立的汽车金融公司、新能源
公司、主要零部件公司的简称作为检索关键词，检
索期限为3年（截至2023年3月底），共检索到10万
余件各类争议类型案件。其中，涉及合同、准合同
纠纷的案件占比66.44%，涉及侵权责任纠纷的案件
占比 16.92%，涉及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
民事纠纷的案件占比 6.53%，涉及知识产权与竞争

纠纷的案件占比1.14%，涉及海事、海商纠纷等其他
各类案件合计占比8.97%。

“汽车行业法律纠纷数量庞大、纠纷类型呈多
样化，纠纷复杂、专业性强，尤其是大多数纠纷均会
涉及汽车行业专有知识及相关惯例或交易习惯。”
香港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孙彦臣说。

鉴于仲裁专业、公正、高效、便捷、保密、一裁终
局的专有属性以及仲裁公信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
汽车行业相关企业选择仲裁来解决汽车行业法律
纠纷，并将其作为首选争议解决方式。

在孙彦臣看来，以贸仲为代表的中国仲裁机构
通过大量具体的汽车行业法律纠纷案件的仲裁实
践，已经向汽车行业相关法律纠纷主体展现了专家
仲裁的优势，而且也为汽车行业相关主体风险防控
提供了借鉴与指导。

以贸仲处理的管辖权争议为例，A公司系汽车
零部件生产企业，B公司系车企。双方签订《购销合
同》，之后又签订了两份《零部件模具订货合同》。
后因B公司通知A公司停止生产，A公司主张解除

《购销合同》，要求B公司支付欠付货款、未摊销完
毕的模具费、模具开发费等费用。在该案中，《购销
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而涉及模具开
发费的两份《零部件模具订货合同》约定的争议解
决方式为诉讼。仲裁庭结合《购销合同》与《零部件
模具订货合同》的关系及《购销合同》中关于合同之
间存在约定不一致时的处理原则，向双方当事人阐
释了所有争议通过仲裁解决的便利性。同时，仲裁
庭也给双方当事人分析了如另案解决会带来的诉
累，以及可能会影响双方的进一步合作等，双方最
终在仲裁庭的主持下达成了两份合同项下的争议
均以仲裁方式解决并由该案仲裁庭审理和裁决的
共识。

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汽车行业法律纠纷仲裁
解决机制，报告建议，加强仲裁机构与行业组织的
交流合作，制定并完善汽车行业仲裁规则、仲裁名
册，推行汽车行业合同仲裁条款示范文本。

“仲裁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在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每
一起仲裁案件都是营商环境试金石。”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说，近年来，
贸仲仲裁案件受案量、标的额均名列国际仲裁机构
前列，当事人国籍覆盖 152 个国家和地区，仲裁裁决
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承认和执行，铸就了中国仲
裁的国际公信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根 据《中 国 国 际 商 事 仲 裁 年 度 报 告（2022—
2023）》，就受案量而言，2022 年贸仲受理案件达 4086
件，受案量实现近 3年连续增长。

相比之下，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伦敦国际仲裁
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
院等受理案件数量有所下降。如新加坡国际仲裁中
心 2022年共受理 357个案件，同比减少 23.88%。

“这表明贸仲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影响力和代
表性进一步扩大，且未来有望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
记、副院长杜焕芳教授说。

报告显示，就争议金额而言，贸仲受理仲裁案件
涉案标的额再破千亿元大关，达人民币 1269亿元，而
且连续 5 年破千亿元，同比增长 2.99%。其中标的额
过亿元的大标的额案件数量尤为突出，共计 188 件，
其中 10亿元以上案件 17件，同比增长 6%。

与之对比，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伦敦国际仲裁
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受案标的总额均有所下
降。在杜焕芳看来，受案标的额的大幅增长亦从侧
面反映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不仅在案件处理数量
方面逐步增多，案件处理质量也稳步提高，服务质量
与业务水平不断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报告称，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受理的案件类
型依然复杂多样。以贸仲为例，涉及争议案件量最
多的仍是建筑工程纠纷、国际货物贸易纠纷、机电设
备纠纷、股权投资和股权转让纠纷等传统的纠纷类
型。但是，随着环境保护理念的加强和数字经济的
发展，自然资源、互联网、文娱产业、知识产权等领域
的纠纷案件数量也在逐步增多。

杜焕芳分析说，就国际化程度而言，我国国际商
事仲裁机构国际影响力逐渐扩大。贸仲作为中国国
际商事仲裁的一面旗帜，已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商事
争议当事人所认可。除此之外，中国国际商事仲裁
机构与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争议解决机构和组织建立
了紧密的机制化联系，且积极参与制定国际仲裁领
域的国际规则，构筑合作桥梁，展现我国仲裁机构在
国际仲裁交流合作中的影响力和新担当。

《报告》是贸仲自 2015 年决定开展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
报告系列研究项目以来的第九次年度报告，也是国内有关中国
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年度总结的引领成果。本年度报告委托中
国人民大学组成课题组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来自最高人
民法院、司法部、高等院校、企业和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和实务工
作者。在全面分析 2022 年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数据和 2022
年至 2023 年 6 月中国仲裁法治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年度报告同
步跟踪国内外商事仲裁理论研究动态，持续探讨中国国际商事
仲裁司法审查所涉法律问题，研析凝练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发展
趋势，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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