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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法律热点问题 
上海二中院发布对《若干意见》的解读：为市场主体提供了解及适用

之参考 

2014 年 5 月 1 日，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下称“上海贸仲”）《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下称“《自

贸区仲裁规则》”）正式生效施行。仅仅数日之后，

作为上级法院指定的管辖上海贸仲所仲裁案件的

司法审查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上

海二中院”）立即于 2014 年 5 月 4 日颁布了《关于

适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仲裁

案件司法审查和执行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

见》”），为《自贸区仲裁规则》的实施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为进一步说明和阐释《若干意见》的目

的、内容和意义，上海二中院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

又再次颁布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仲裁案件

司法审查和执行的若干意见》解读（下称“《解

读》”），旨在促进《若干意见》的严格执行和顺利

实施，为相关企业和个人准确理解和适用《若干意

见》提供参考，并保障《自贸区仲裁规则》的顺利

实施。 

《解读》共由五部分组成，详细说明和阐释了

《若干意见》出台的背景和目的、《若干意见》遵

循的基本原则、《若干意见》推出的创新举措、《若

干意见》对仲裁新规则的有效回应以及制定与实施

《若干意见》的意义。结合我们此前曾在《上海贸

仲自贸区仲裁规则正式颁布》（请参见 2014 年 4 月

14 日《君合专题研究报告》）与《上海二中院就<

自贸区仲裁规则>发布配套实施意见》（请参见 2014

年 5 月 8 日《君合专题研究报告》）二文中向大家

分析介绍的《自贸区仲裁规则》中的诸多创新性规

则以及上海二中院在《若干意见》中所确立和规定

的关于适用《自贸区仲裁规则》仲裁案件司法审查

和执行细则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我们在此向大

家简要地介绍一下《解读》五个部分的主要内容。 

一、 《若干意见》出台的背景和目的 

《解读》认为：“《自贸区仲裁规则》是我国第

一部自贸区仲裁规则，创新引入了诸多国际商事仲

裁的先进制度，对推进自贸区仲裁服务的国际化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上海法院应当大力支持仲裁工

作，依法履行仲裁司法审查和执行仲裁裁决职责，

充分发挥仲裁制度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

为此，上海二中院及时制定发布了《若干意见》，

对上海贸仲《自贸区仲裁规则》中的重点内容和创

新制度予以回应与对接，这将有助于提升相关商事



 

仲裁法律服务的“含金量”和“执行力”，并促进

自贸区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二、 《若干意见》遵循的基本原则 

《解读》认为：“《若干意见》是在我国现行法

律、政策框架下，积极对接回应《自贸区仲裁规则》

所作的制度创新，并在依法依规和尊重当事人意思

自治的基础上努力提供公正、便捷、高效的司法服

务。”为此，《若干意见》第二条集中规定了涉《自

贸区仲裁规则》案件司法审查和执行所应遵循的四

项基本原则，即依法原则，支持仲裁制度发展与创

新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公正、便捷、

高效原则。 

支持仲裁制度发展与创新原则体现了中央要

求自贸区先行先试、建立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

指导思想，《若干意见》积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支

持和保障涉自贸区仲裁法律服务的改革创新。尊重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体现了《若干意见》强化商事

理念，坚持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为原

则，尽力维护商业社会自主形成的交易习惯、治理

模式和纠纷解决方式。 

三、 《若干意见》推出的创新举措 

《若干意见》为保障《自贸区仲裁规则》顺利

实施设立了多项创新性制度，《解读》则对这些制

度创新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归纳。具体包括：（1）成

立专项审判组织，努力提供专业权威的司法服务。

主要体现在《若干意见》第 3 条规定，即“上海二

中院将建立立、审、执专项协调联动机制，畅通业

务对接渠道，确保相关案件得到公正、便捷、高效

的审理与执行。”（2）优化内部流程管理，着力打

造方便迅捷的诉讼环境。《解读》归纳了《若干意

见》中有关诉讼程序优化的各项规定，主要体现在

《若干意见》第四、六、七、八、十四和十八条。

（3）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全力构筑坚强有力的司

法保障。《解读》就《若干意见》中涉及到执行规

定的内容进行了归纳，主要体现在《若干意见》第

六、十五、十六和十九条。 

四、 《若干意见》对仲裁新规则的有效回应 

《自贸区仲裁规则》制定了诸多创新性规则，《若

干意见》均予以认可，在此基础上，《解读》对这

些创新性规则进行了总结和说明。 

1、 关于仲裁员开放名册制度 

 《解读》确认了《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

定，即：“仲裁当事人推荐或共同推荐仲

裁员名册外的人士担任仲裁员或者首席

（独任）仲裁员，经仲裁委员会主任确认

同意的，若选定的仲裁员符合我国《仲裁

法》第十三条关于仲裁员的聘任条件，且

选定程序符合《自贸区仲裁规则》的规定，

不违法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司法审查

时，可予以认可。”该条规定使当事人在

相关案件中可以更放心、大胆地依据《自

贸区仲裁规则》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的

规定在仲裁员名册外推荐、选择仲裁员。 

2、 关于临时措施 

 扩大能够作出临时措施决定的主体范围

是《自贸区仲裁规则》的一大创新。根据

《自贸区仲裁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有

权决定临时措施的不仅包括法院，也包括

仲裁庭和紧急仲裁庭，但前提是临时措施



 

执行地法律规定仲裁庭有权作出临时措

施决定。对此，《解读》给予了进一步说

明：“根据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是决定与实施

保全措施的唯一权力机关，仲裁庭不具有

该项权力。因此，如果临时措施的执行地

在我国，则仲裁庭不能作出临时措施决

定。如果临时措施的执行地在外国，且该

国法律允许仲裁庭决定临时措施，则《自

贸区仲裁规则》下的仲裁庭有权作出临时

措施决定。”该说明与我们之前的理解完

全一致，通过巧妙的规则设计，《自贸区

仲裁规则》对仲裁庭有限权力进行了扩

张，这将有利于上海贸仲在仲裁庭有权作

出临时措施决定的国家和地区开拓仲裁

市场，对当事人更具吸引力。 

3、 关于合并仲裁制度 

 《自贸区仲裁规则》对合并仲裁作了比较

详细的规定，允许在各方当事人同意的前

提下对关联案件的仲裁程序进行合并。

《若干意见》第十条认可了该制度安排，

规定：“仲裁庭适用合并仲裁程序对两个

及两个以上仲裁案件合并审理并分别作

出仲裁裁决，当事人就该多份裁决申请撤

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经各

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合并审理并分别作出

裁定。”对此，《解读》进一步说明：“如

果合并仲裁只作出了一份仲裁裁决，在司

法审查中就不存在合并的问题；如果合并

仲裁作出了若干裁决，则一般情况下每个

裁决都对应一个司法审查案件，在各方当

事人同意的前提下法院可以合并审查，但

有关裁定仍应分别作出。” 

4、 关于非仲裁协议当事人加入仲裁制度 

 “案外人加入仲裁程序”是《自贸区仲裁

规则》新设立的规则之一，旨在为涉及多

方当事人/案外人的复杂合同纠纷提供纠

纷解决的便利，提高仲裁效率、节省当事

人的仲裁成本。《若干意见》第十一条对

此规定予以认可。在此基础上，《解读》

进一步说明了非仲裁协议当事人加入仲

裁程序所应符合的六项条件，一是经各方

当事人一致同意；二是必须以书面形式申

请；三是加入程序者为非仲裁协议当事

人；四是决定非仲裁协议当事人能否加入

仲裁程序的主体是仲裁庭或秘书处；五是

加入程序符合《自贸区仲裁规则》的规定；

六是不违反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5、 关于友好仲裁制度 

 《自贸区仲裁规则》第五十六条引入和规

定了友好仲裁制度，《若干意见》第十三

条对此也予以认可。在此基础上，《解读》

进一步对友好仲裁制度作了定义，认为友

好仲裁是指“仲裁庭经双方当事人授权，

依据公平善良原则或公平交易和诚实信

用原则对争议实质问题做出具有约束力

的裁决。”《解读》认为：“在当事人协商

一致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以依据公允善良

的原则作出裁决，但不得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友好仲裁制度能够

极大程度地满足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需求，

特别是对于处理那些用法律规则难以处

理的纠纷和争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

完全符合国际私法和国际商事仲裁对于

实质正义的追求。此次《解读》与《若干



 

意见》中的上述规定大大降低了当事人在

相关案件中选择适用《自贸区仲裁规则》

下友好仲裁制度的后顾之忧，并为当事人

申请执行友好仲裁裁决给予了司法保障。 

6、 关于仲裁证据制度 

 《自贸区仲裁规则》强化了证据制度中的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如仲裁庭可自行调

查收集证据、举行庭前会议以及要求专家

证人出庭作证等。《若干意见》第十二条

对此予以了认可，但前提是该些规定不得

违反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解读》就《若

干意见》第十二条的立法意图进行了说

明，认为：“这些规定体现了仲裁的自治

性，但是，当事人与仲裁庭对证据规则的

处理要受到仲裁程序准据法中的强制性

规范特别是正当程序条款的限制。另外，

由于仲裁庭没有强制性权力，证据保全等

事项的处理离不开法院的支持，当事人约

定证据事项的自由也受到仲裁地法律规

则的影响。因此，必须兼顾平衡当事人与

仲裁庭在证据问题上的自治与遵守仲裁

地法律之间的平衡。” 

 

 

五、 制定与实施《若干意见》的意义 

《解读》认为制定与实施《若干意见》的意义

主要包括：（一）有利于完善自贸区法治环境。“依

法公正履行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工作职责，优质高效

地做好仲裁裁决执行工作，有助于为区内各类主体

提供更好的司法服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明确

行为指引，努力形成更加规范、透明、高效的法治

环境，不断增强上海自贸区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软

实力。”（二）有利于促进商事仲裁制定创新。“不

仅有利于正确履行司法监督职能，明确法律适用标

准，还可以更好地支持自贸区商事仲裁制度创新，

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完善和仲裁事业的发展。”

（三）有利于推动人民法院改革发展。 

综上所述，上海二中院在三个月的时间内相继

颁布《若干意见》和《解读》从鼓励创新及支持保

障自贸区先行先试的角度出发，实现了对《自贸区

仲裁规则》中制度创新的及时、高效的司法对接，

在鼓励涉自贸区法律制度创新发展方面具有积极

意义，并且实实在在地给予选择适用《自贸区仲裁

规则》的涉案当事人更多的便利。有了《若干意见》

和《解读》的保障，当事人将会更有理由、有信心

选择适用《自贸区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我们大力

推荐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约定将争议提交上海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或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院，适用《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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