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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于2007年12月由教育部批准立项。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国家在废除旧中国司法制度的同时，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司法制度。自1997年9月
党的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以来，我国对各项司法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与创新，取得了一系
列的改革成果。由此，迫切需要编写一本既能全面阐述我国司法制度的产生发展、概念特征、体系结
构和具体内容，又能系统反映我国司法改革的成果，并继续探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与完善问题的中国
司法制度教材，以适应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客观需要。本书吸收了近十年来司法理论与司法制度研
究的成果，总结了司法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对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性质、任务、
原则及各项司法制度的具体内容等进行了全面介绍和阐述，并对各项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进行了比
较深入的探讨，具有系统性、理论性、前沿性等突出特点，既可作为法学本科专业的教材，也适合法
学研究人员、司法实务人员和法律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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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仲裁法并未明确规定法院监督原则，但事实上法院对仲裁的监督贯彻于仲裁程序和仲裁裁决执行
程序的始终，而加强法院对仲裁的监督，对于保证仲裁活动的顺利进行和仲裁裁决的公正性，具有特
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在仲裁法中将法院监督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二、仲裁的基本制度仲裁的
基本制度，是仲裁组织和仲裁参与人进行仲裁活动的基本规程。它不同于基本原则。根据我国仲裁法
的规定，仲裁的基本制度主要有以下四项：（一）一裁终局制度仲裁法第9条规定：“仲裁实行一裁
终局的制度。”所谓一裁终局，是指仲裁委员会对当事人申请仲裁的纠纷进行仲裁后作出的裁决立即
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制度。如前所述，仲裁法颁
布以前，我国国内仲裁曾实行一裁两审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弊端显而易见：首先，在案件处理上过于
繁杂，耗费时间，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次，由于仲裁裁决不具有最终裁决的效力，极大地削弱
了仲裁机构的权威，使许多仲裁机构名存实亡，仲裁活动流于形式；再次，国内仲裁实行一裁两审制
度，而涉外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破坏了仲裁制度的统一性。仲裁法的出台改变了一裁两审的体制
，实行一裁终局制度，无疑有助于树立仲裁机构的权威，实现仲裁制度的统一，保证纠纷的及时处理
，减少人财物的耗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按照仲裁法的规定，我国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均实
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
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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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Page 7



《中国司法制度》

精彩短评

1、老师们都嫌弃这本书哟。。。
2、书很好，对学习有很大帮助
3、内容还可以，但整体内容排版还有提升之处
4、里面提到要改革司法考试制度，让我很不满意，按照他那样改我就无法参加司法考试了
5、知识比较系统详细，排版看起来也不累
6、总的来说，书的框架很好，自成体系
7、书写的简单明了，让我们迅速了解司法制度
8、内容很全面，虽然里面有些观点本人并不认同。但是对于了解我国现行的整个司法制度，非常有
用的一本书。
9、课本

10、内容很全，书很厚，不过幸好考试是开卷，大爱之~~~
11、送货超快的服务很好
12、教授推荐指定教材
13、学校订的课本
14、通过此书可以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有一次全面的、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但是，对一些司法制度的不
完善分析和研究还不是很多、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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