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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贸易全球化以及司法资源有限的压力导致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仲裁制

度愈发重要。在党和国家重视发展与创新仲裁制度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剖析中国仲裁制度发展现状及面

临的核心问题，从明确仲裁机构法律地位、完善监督方式和仲裁员遴选机制、数字仲裁等角度进行对策

研究，以期完善中国仲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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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trade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essure of limited 
judicial resources, arbitration system as a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arbitration system and the core problems it faces, and researches countermea-
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larify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improving su-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5413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5413
https://www.hanspub.org/


杨立敏 
 

 

DOI: 10.12677/ojls.2024.125413 2901 法学 
 

pervision methods and arbitrator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digital arbitration, so as to improve 
China’s arbit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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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仲裁制度经历了 20 多年的快速发展，在民商事矛盾纠纷中逐渐发挥出其独特优越性，尤其是如

今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民商事领域的争议和纠纷数量不断增加，“案多人少”以及与国

际接轨的压力使得中国的仲裁制度建设必须加快。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中国仲裁制度的发展背景及优势，

理清中国发展改革仲裁制度面临的主要困境，以期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仲裁特色发展道路。另外需要注

意的是，当前世界，数字技术正在全方位的融入各行各业，尤其是民商事领域，更是数字化发展建设的

主要领域，为建设中国特色仲裁制度，仲裁数据化可作为改革的讨论重点之一。 

2. 我国仲裁制度发展之溯源 

2.1. 我国仲裁制度发展背景 

仲裁是一种历久弥新的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相较，它所体现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灵活便捷、裁决

终局性等特点，使之成为兼具契约性、自治性和准司法性的解纷途径。在政策上，党和国家近些年来重

视法治中国的建设，在法治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也愈发重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仲裁作为一

种较为重要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就更加受重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目标与任务。中共中央于

2021 年 1 月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也明确提出了“完善调解、信访、仲裁、行政

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1]。在历史文化中，仲裁在我国发

展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根植于中国人血脉的“和合”基因造就了非讼文化，不兴讼而愿民间公断的传

统与仲裁双方和议、专家裁判、一裁终局、自愿执行等要素不谋而合，即使“仲裁”在广泛意义上是西

方舶来品，但在中国历史溯源时，不免有相似纠纷调解制度。在国际影响力上，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贸

易增多，为快速解决各类商事纠纷，各国仲裁的发展均在加速。 

2.2. 我国仲裁制度发展现状 

在立法上，2023 年 5 月公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3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中华人民共和国

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修改已被纳入预备审议项目[2]。在实践中，中国已有 270 多所合法仲

裁机构，累计办理案件超 400 万件，涉案标的额超 5 万亿，涉及的纠纷类型涵盖经济社会诸多领域[2]。 
综合仲裁制度在中国发展的背景及现状可见，仲裁的发展与革新不仅在中国愈发受重视，在国际发

展中也占据重要地位。为建设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节省司法资源，更有效的与国际接轨，发展完善中国

特色的仲裁制度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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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仲裁制度发展之困境 

在贸易全球化背景下及“案多人少”压力下，本文认为中国特色仲裁制度发展与创新之路上面临的

核心问题主要有三项，即仲裁机构法律性质定位不明、仲裁裁决公信力不足、仲裁监督体系尚不完善。 

3.1. 仲裁机构法律性质定位不明 

仲裁不是在人民法院外，人民政府再成立一个民商事法院，这不是仲裁设立的本意。立法的本意是

为了设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仲裁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种，不与人民法院、政府相混同。立法让仲裁机

构在法律上拥有法定权力地位，仲裁裁决能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但在仲裁机构发展早期过于依赖政

府，甚至“委身于”政府，这就导致仲裁机构想独立时，突然发现“藕断丝连”，“剪不断理不清”，

这就是中国仲裁事业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仲裁行政化，仲裁行政化一方面违背立法本意，剥夺了仲裁

机构的独立性和民间性，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仲裁法》的不完善，仲裁机构行政化色彩浓郁主要原

因是《仲裁法》中并未明确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实践中，多数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为“参照事业单位”

[3]。仲裁机构法律地位及性质的不明确，不利于仲裁机构和整个行业的改革发展。  

3.2. 仲裁裁决公信力不足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2018)》指出，

“我国仲裁工作面临着仲裁委员会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仲裁发展秩序不规范、仲裁国际竞争力不强、

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支持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从而影响了我国仲裁公信力”[4]。本文认为仲裁公信力

体现在“知名度”和裁决“威信”上。虽然仲裁案件逐年增加，但是仲裁这一概念还未广泛深入公众心

中，很多人对其知之甚少，这就导致部分人不敢用，不敢信，仲裁公信力随之下降。另外仲裁员的遴选

规则也亟待规范，仲裁质量的高低、公正度、效率与公正的兼顾程度都直接与仲裁员的素质有密切的关

系[4]，这也意味着仲裁员素质低下势必会降低仲裁公信力。仲裁裁决公信力不足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

国仲裁机制将停滞不前，如果在纠纷面前，没有人愿意适用仲裁机制解决矛盾，仲裁机制也就名存实亡

了，这影响的不仅是仲裁制度的发展，更是法治中国的建设。 

3.3. 仲裁监督体系不完善 

仲裁监督体系主要是对仲裁裁决的监督，目前确立的监督基本规则是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程序性审

查。但实践中案件当事人提出撤销裁决申请时，基本上是对实体结果感到不满而并非仅对程序有异议[2]。
在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仲裁员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当事人利益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或

是因为对事实认定不清或是因为法律适用不当。但又由于没有立法支撑，除人民法院能对仲裁裁决进行

程序性审查监督外，并无其他机构具备监督地位或者其他有效针对实体性问题的监督方案，这也就导致

我国仲裁机构和仲裁裁决处于法律监督薄弱地带。仲裁监督体系的不完善致使当事人承担利益受损风险，

一旦裁决出错将难以得到程序和实体救济，这必然会影响仲裁公信力，长此以往，仲裁制度的发展将如

上述所言，停滞不前。此外仲裁监督体系的不完善也有可能间接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4. 我国仲裁制度的革新之路 

针对上述中国特色仲裁制度发展困境，本文认为应从仲裁机构法律性质、多途径提高仲裁公信力、

完善仲裁法律体系三方面突破，以求实现仲裁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4.1. 明确仲裁机构法律性质及地位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5413


杨立敏 
 

 

DOI: 10.12677/ojls.2024.125413 2903 法学 
 

对于仲裁制度而言，推进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轨道就在于明确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1]。
只有明确了仲裁机构的法律性质与地位，才能明确其内部组织结构，重构其内部治理体系，从而向去行

政化与独立化转变。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明

确仲裁机构法律性质及地位的核心就是仲裁机制必须脱离行政色彩，仲裁机构必须明确其法律地位及性

质，与政府“分离”，目前仲裁机构转型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仲裁机构由事业单位转变为社会服务机构。

捐助法人的设立和存续基础为捐助财产，捐助财产来源于捐助行为[6]。仲裁机构的设立基础为政府出资，

这是已经进行的改革路径，不可能全部推倒重来，所以在仲裁机构剥去行政化外衣的改革中，可将政府

出资视为对仲裁机构的捐助，这样既实现了仲裁机构的逐步私有化转型，也在立法上回归初心，明确了

仲裁机构的社会服务机构捐助法人的本质属性。明确了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性质，就可以针对其构建

系统化的治理结构和体系，以推动仲裁机制的发展与创新性改革。 

4.2. 完善仲裁员遴选规范 

为发展中国特色仲裁机制，提高我国仲裁公信力，相对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仲裁员的整体素质水平。

首先，加强仲裁员的遴选，制定规范透明的遴选规则，提高对仲裁员的要求。其次，制定并完善仲裁员

工作规范，透明化公开化管理，这也有利于对仲裁员进行监督。最后，落实仲裁员信息披露制度和回避

制度，防范利用人情关系导致的“冤假错案”。 

4.3. 完善仲裁监督体系 

针对仲裁裁决监督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应取消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制度，通过第三人

撤销裁决之诉的引入加强司法监督体系对案外人权益的保护，实现仲裁裁决的“双轨制”审查模式向

“单轨制”审查模式的转变，严格限制和把控撤销仲裁裁决的相关情形，从而使仲裁的撤销制度作为有

力且唯一的司法监督模式[7]。本文认为单轨制监督模式使得程序更加便捷高效，也有利于当事人理解和

操作，但仲裁机制不能仅靠这一种方式进行监督，还需要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保障当事人利益，间接

提高仲裁公信力。完善仲裁监督体系的具体对策除单轨制监督模式建立外还有另外三部分，首先，完善

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程序，确立人民法院对于仲裁裁决的实体审查机制。其次，构建检察机关

对仲裁裁决和仲裁机构有权进行监督的体制机制[2]。党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具备维护个人和组织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义务，针对部分

仲裁机构内部治理混乱的现实情况，探索检察机关对仲裁机构的监督方式，有利于完善中国仲裁监督体

系，推动中国仲裁发展。最后，设立中国仲裁协会。当前中国仲裁发展以各地区自我发展为主，仲裁协

会的设立也有所“攀比”，各自设立，并无统一的中国仲裁协会。其一，这不利于管理，不利于仲裁规

则的形成，其二，影响其发挥监督作用。中国仲裁协会的设立将取缔各地区协会，由中国仲裁协会对各

仲裁机构进行监督并对接工作，同时可以设立一部统一的行业规范，规定协会内部的监督方式以及协会

对于仲裁机构的监督方式，不管从哪一角度，一个中国仲裁协会都要比各自设立协会更适合中国仲裁机

制的发展。 

4.4. 构建仲裁数据化之法律体系 

党的二十大强调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模式转型的重要性，故在中国仲裁制度改革和《仲裁法》修订

的过程中也应对仲裁数据化作出关照，仲裁数据化对于推动中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具备时代意义，中国的

法治建设不能落后于时代发展，所以仲裁数据化作为仲裁创新的突破口之一，可能会成为中国仲裁的特

色。仲裁数据化主要从立法、司法和行政监管三个层面进行适配，调适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数据化模式[8]。
首先是立法层面，以包容接纳的理念对相关法进行革新并尝试与国际接轨，为数据化创造空间。一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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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数字法律框架，将线上仲裁以及仲裁数据上网等数字化活动融入仲裁法律体系中，二是发挥数字大

国责任，重视国际仲裁数据立法进程，推动世界范围内仲裁的发展。其次，司法层面完善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尝试通过数字方式连接诉讼、仲裁、调解这三项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在线平台的特色互通、兼

容和数据库的连接等打造“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建构“智慧司法”下的“智慧仲裁”模式，建

构自身的数据库以及实现自身的数据化管理，为当事人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化仲裁服务。最后，行政机关

和仲裁机构合作监管数据化信息，以期规制仲裁数据化风险。信息数据化后流通范围以及流通方式不可

控几率增加，所以为了国家和国民安全应该注意数据信息的监管，尤其是跨境流通信息。贸易全球化背

景下，仲裁制度的特色之一就是与国际接轨，仲裁信息数据化后不可避免会存在数据跨境的问题，针对

这一问题，可以对对商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等进行分级与分类，针对不同数据的内容及敏感度设定相应的

监管标准[2]。随着各项改革与发展逐渐成熟，仲裁数据化会逐渐体现出它的优势，即案件处理效率的提

高。 

5. 结论 

综上，我们一方面不能将仲裁机制类比司法裁判机制，仲裁的存在有其特殊意义，仲裁是为了简化

纠纷处理步骤，高效调解相应矛盾，以便后续双方工作的开展或各自降低风险损失。但另一方面，也不

能任其自由发展，在法律上赋予其一定权力，就要相应以严格的程序和义务责任去规范其行为，仲裁程

序和规则形成统一的规范有利于进行监督，同时也方便开展仲裁工作，提高效率。另外，中国的仲裁制

度应当是一方面吸收现有通行的国际仲裁规则，与国际接轨，方便快捷的解决国际贸易纠纷，另一方面

发挥中国优势与特色，利用数字化发展变局，构建具备中国特色的仲裁机制。不论是单纯的迎合既有的

国际仲裁规则与实践，走类似瑞典或新加坡的“第三国模式”还是只考虑中国国内机构利益，维持现有

格局，都会损害中国仲裁发展与创新，同时会损耗中国仲裁的国际影响力。 
发展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仲裁机制应尽快在立法中明确仲裁机构法律性质及地位，并完善配套法律

体系，同时注意数字化时代，信息交互遍布各行业，为更好发展仲裁机制，适时引入“智慧仲裁”能帮

助仲裁规范的更新。仲裁数据化也是仲裁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之一。同时为提高仲裁裁决公信力，扩大仲

裁影响力及“知名度”，更好地监督仲裁裁决，应该将建立中国仲裁协会提上日程，地方独自设立仲裁

协会不利于管控及发挥协会作用。中国的仲裁制度改革应顺应时代发展，完善仲裁体系有助于中国法治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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