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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调解在解决中非民商事争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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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与非洲传统友谊源远流长ꎬ 双方有着深远的经济合作和

商业往来ꎮ 与此同时ꎬ 双方在密切的合作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民商事争

议ꎮ 当下ꎬ 解决跨境民商事争议的方式通常包括诉讼、 仲裁和调解三种ꎮ 基

于中非调解传统文化的共通性和历史延续性ꎬ 在目前中非民商事争议解决中ꎬ
调解可作为仲裁、 诉讼等争议解决方式的前置程序ꎬ 或采用 “诉讼 － 调解”
或 “仲裁 －调解” 相结合的方式ꎬ 以期发挥调解具有的更具灵活性和自治性、
维持双方长远友好合作关系之独特作用ꎮ 为更好地发挥调解在解决中非民商

事争议中的作用ꎬ 中非当事人可事先签订 “调解前置” 条款ꎬ 或在诉讼或仲

裁程序中尽量推动当事人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争议ꎮ 此外ꎬ 我们还可以考虑成

立中非调解委员会ꎬ 为调解中非民商事争端提供更专业的平台ꎮ
关 键 词　 中非合作　 争议解决　 调解　 仲裁　 诉讼　 中非调解委员会

作者简介　 洪流ꎬ 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长沙　 ４１０１００)ꎮ

非洲既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历史和自然延伸ꎬ 也是重要参与方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设立以来ꎬ 中非关系得到全面快速发展ꎮ 然而ꎬ 随着双

边贸易和其他商业交流的日益增加ꎬ 中非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也相应增多ꎮ 这

些纠纷包括民事纠纷、 贸易纠纷、 投资纠纷和劳工纠纷等ꎬ 为论述的方便ꎬ
本文将它们都概括称为民商事纠纷ꎮ 一般而言ꎬ 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途径主要

有诉讼、 仲裁和调解三种ꎮ 就中非民商事争议而言ꎬ 最重要的在于事先的预

防和事后的和平方式解决ꎬ 而在上述三种途径中ꎬ 调解可以更有效地达到这

一目的ꎮ 而且ꎬ 调解还可以作为诉讼或仲裁的一种前置程序进行选择ꎻ 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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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解解决争议时ꎬ 再考虑通过诉讼或仲裁解决争议ꎻ 即使在诉讼或仲裁

程序中ꎬ 仍可尽量推动当事人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争议ꎮ

诉讼、 仲裁与调解在解决中非民商事争议中的比较

民商事纠纷的常用解决方式有诉讼、 仲裁和调解三种ꎮ 其中ꎬ 诉讼指的

是国家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ꎬ 依法解决法律纠纷的国家司法行为ꎻ 仲裁则

指的是争议双方将纠纷交给国家审判机关以外的第三方来进行裁决ꎻ 而调解

则一般理解为在第三方的说服撮合下ꎬ 争议双方自愿对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

意见ꎮ 这三种方式在纠纷的解决上有着不同的特点ꎬ 例如诉讼的判决拥有较

高的权威性ꎬ 在国内纠纷中执行力较强ꎻ 仲裁则兼具独立性、 专业性、 国际

性等特点ꎻ 而调解更是一种以双方自愿达成协议为目的的友好解决方式ꎮ 如

果将三者放在中非国际民商事纠纷语境下时ꎬ 各自又有着不同的优势和劣势ꎮ
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ꎬ 调解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自治性ꎬ 而且更有利于维持

双方长远的合作关系ꎮ 因此ꎬ 当纠纷发生时ꎬ 可以考虑将调解作为争议解决

的前置程序ꎬ 或是在诉讼、 仲裁时积极与调解相结合ꎬ 尽可能让双方解决纠

纷的同时ꎬ 还能保证今后良好的合作关系ꎬ 以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ꎮ
(一) 程序熟悉度

国际民商事纠纷中ꎬ 由于当事人来自不同的国家ꎬ 诉讼制度、 纠纷观念

等文化因素方面存在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ꎮ 这些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对纠纷的

顺利解决造成一定的影响ꎬ 使得原本在解决国内纠纷时并不存在的问题ꎬ 在

国际纠纷中却凸显出来ꎮ
国际诉讼中当事人所属的国家之间ꎬ 不仅具体的民商事实体法规定不同ꎬ

诉讼程序也不尽相同ꎮ 尤其当双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属于不同的法系ꎬ 这种因

差异性给当事人带来的陌生感更为明显ꎬ 甚至会导致庭审的公正性的减弱ꎮ
在涉外民商事交往中ꎬ 如果当事任何一方想通过诉讼解决商业纠纷ꎬ 就必须

在某个国家的法院起诉ꎮ 对于中非争议中的当事人来说ꎬ 无论是到中国还是

到非洲某个国家的法院进行诉讼ꎬ 都会存在一方当事人不熟悉另一方当事人

所在国家的法律环境的情况ꎮ 例如ꎬ 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ꎬ 当中国当事人

到一个普通法国家 (如乌干达) 进行诉讼时ꎬ 就会面对完全不同的诉讼程序ꎮ
即便争议各方来自同样法系的国家ꎬ 由于各国有着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特点ꎬ

８３１



试论调解在解决中非民商事争议中的地位　

也容易导致对特定的法律定义或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ꎮ① 如果到第三国去诉

讼ꎬ 双方当事人就可能都不熟悉该第三国的诉讼法ꎬ 会耗费双方更多的精力

和时间去了解第三国的法律程序ꎮ 这些文化和诉讼制度方面的差异性大大增

加了国际民商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难度ꎮ
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容易导致法庭上出现偏见与不公平现象ꎮ 当涉及中方

当事人的案件在非洲某国的法院进行审理时ꎬ 中方当事人可能会担心公正性

问题ꎬ 反之亦然ꎮ 由于地域保护主义的影响ꎬ 当地法院可能倾向于支持本国

当事人的诉求ꎬ 并或多或少地对外国当事人存在偏见ꎮ 即使不出现这种情况ꎬ
由于当地法官可以毫无障碍地与本国当事人进行沟通ꎬ 且本国当事人更熟悉

本国法院和本地诉讼程序ꎬ 这也会在无形中给外国当事人带来不利影响ꎮ 如

果当事人到第三国诉讼ꎬ 从理论上讲可以克服偏见与不公平ꎬ 但由于双方对

该第三国不熟悉ꎬ 又会存在上文所提到的双方均需耗费精力了解第三国的法

律规定和程序的问题ꎮ
调解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ꎮ 一方面ꎬ 由于调解不是由国家审

判机关主持的国家诉讼形式ꎬ 因此不存在大陆法系和英、 美法系之间的司法

制度差异ꎮ 换言之ꎬ 调解的国别性特点较弱ꎬ 纠纷解决过程具有普适性的特

点ꎮ 另一方面ꎬ 当事人对调解者的决定有发言权ꎬ 可以减少当事人对程序的

陌生感ꎮ 调解中ꎬ 双方当事人往往都会优先选择共同信任或熟知的人作为调

解员ꎬ 或各自确定调解员后由他们从中协调以寻求解决方案ꎮ 这种便利性和

参与度都让争议当事人不容易对整个程序产生陌生感ꎬ 自己选定的调解员裁

决纠纷ꎬ 大大增加了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认可度ꎮ
(二) 当事人意思自治程度

纠纷解决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指在纠纷解决过程中ꎬ 当事人可以自行决

定适用的法律或其他规范、 解决程序或手段、 解决地点等事项的权利ꎮ 在三

种方式中ꎬ 当事人自治程度最低的为诉讼ꎬ 最高的为调解ꎬ 仲裁则居中ꎮ
与国内诉讼相比ꎬ 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享有一定的意思自治权ꎬ

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协议确定所适用的准据法以及管辖法院ꎮ 但

是ꎬ 诉讼制度是国家司法权的体现ꎬ 因此即便当事人拥有意思自治权ꎬ 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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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一定的限制ꎮ 例如ꎬ 很多国家都规定ꎬ 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和管辖法院必

须与争议有一定的联系ꎮ 此外ꎬ 在国际民商事诉讼中ꎬ 根据 “法院地法支配

程序事项” 的原则ꎬ 国际民商事诉讼程序必须严格按照法院所在的法律规定

进行ꎬ 这会导致程序上的僵化ꎮ 其直接后果就是国际诉讼中法院程序复杂且

耗时较长ꎮ 涉外民商事案件在进行正式庭审之前ꎬ 首先要解决案件域外送达

问题ꎮ 即便案件被成功送达对方当事人ꎬ 为了充分证明自己诉讼请求的合理

性ꎬ 当事人还要收集大量的证据用以支持诉求ꎬ 这就需要进行域外取证ꎮ 在

没有相应国际机制或没有签订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情况下ꎬ 无论是域

外送达还是域外取证ꎬ 都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ꎮ 此外ꎬ 在涉外合同的

当事人没有对管辖法院和所适用的法律进行约定或者约定得十分含糊的情况

下ꎬ 仍然需要受理案件的法院来确定管辖法院和准据法的问题ꎮ 因此ꎬ 诉讼

过程可能十分漫长ꎮ 即使在当事人约定有管辖法院和准据法的情况下ꎬ 法院

还需要确定当事人的此种约定是否有效ꎬ 这也会增加诉讼的时间ꎮ
由于诉讼存在这些缺陷ꎬ 仲裁作为更灵活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成为解

决国际纠纷的主要手段ꎬ 因为当事人在仲裁中可以享有在法院诉讼中不能享

有的自由ꎮ① 但仲裁有着与诉讼相似的不足之处ꎬ 即 “类诉化” 特点明显ꎮ
尽管仲裁的主要特征是当事人拥有的自主权和程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ꎬ 但当

事各方和仲裁员必须遵守所有强制性规定ꎮ 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已

签订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ꎬ 仍有可能存在争议发生后其中一方并不想进行仲

裁的情况ꎮ 然而ꎬ 只要对方提请仲裁ꎬ 另一方则无法拒绝仲裁ꎮ 而且ꎬ 仲裁

程序一旦启动ꎬ 它的整个纠纷解决过程实际上与诉讼相似ꎬ 仲裁员必须在双

方当事人之前审理案件并严格遵守所适用的法律ꎬ 最终做出裁决ꎮ② 可见ꎬ 仲

裁确实相较于诉讼而言具有一定灵活性ꎬ 因为它可以由当事方决定仲裁庭的

组成、 仲裁员的选择、 仲裁地点、 仲裁语言甚至仲裁的程序规则ꎮ 但是ꎬ 这

并不意味着整个过程均具有自治性或灵活性ꎬ 它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诉讼所

具备的规则性强和程序性强的特点ꎬ 呈现出 “类诉讼” 的特性ꎮ 很明显ꎬ 这

种 “类诉讼” 程序无形中延长了仲裁时间ꎬ 再加上现在仲裁费用越来越高ꎬ
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纠纷解决的成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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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比较之下ꎬ 调解中当事人完全的意思自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ꎬ 是一

项完全自愿的解决方案ꎬ 可就多种纠纷进行调解ꎮ 首先ꎬ 调解程序的启动和

终止都充分尊重当时的意思自治ꎮ 只要当事人认为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是恰

当的ꎬ 任意一方就可以请求采取调解方式ꎻ 只要当事人认为不宜再继续ꎬ 也

可以随时提出终止调解ꎮ 其次ꎬ 调解中对于适用规则的选择也可以更加灵活ꎮ
在调解过程中ꎬ 除法律外ꎬ 调解员和当事各方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商业

习惯、 社会习俗、 道德准则等ꎮ 再次ꎬ 可供调解员选择的手段比较丰富ꎮ 调

解员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在不同的法律文化和价值取向中可能会有所不同ꎬ 给

他下一个通用和准确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ꎮ 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ꎬ 调解员

的职责是说服各方相互理解并相互妥协ꎬ 而不是作为审判法官或仲裁员来裁

决案件ꎮ 他不能将自己的决定强加于当事各方ꎬ 而是提出一些双方容易接受

的建议供其选择ꎬ 最终决定权依然属于纠纷当事人ꎮ① 为了使当事各方最终达

成一致意见ꎬ 调解员可以与案件当事人一起讨论争议或单独与某一方当事人

私下会面ꎮ 通过私人会谈ꎬ 调解员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当事人的诉求和底线ꎮ
而一般情况下ꎬ 仲裁员是不得私下与某方当事人见面ꎬ 以确保仲裁员的中立

性ꎮ② 法官更不能私下会见当事人ꎮ 相反ꎬ 由于调解员并不是最终的决定者ꎬ
而仅是纠纷解决的 “助手”ꎬ 他只是帮助各方达成共识ꎮ 私人会见恰恰更有利

于这一目的的实现ꎬ 因为有时纠纷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不一定有利于调解者全

面了解信息ꎮ 最后ꎬ 调解的方式应用十分广泛ꎮ 除了可以独立进行调解外ꎬ
还可以与仲裁和诉讼结合起来使用ꎮ 诉讼和仲裁相互排除ꎬ 如果选择了诉讼ꎬ
意味着排斥使用仲裁方式ꎻ 反之亦然ꎮ 这就是 “或裁或审原则”ꎮ 当然ꎬ 使用

诉讼或仲裁方式并不必然排斥调解ꎮ 相反ꎬ 在诉讼或仲裁的各阶段都可以结

合使用调解方式ꎮ
(三) 处理结果的执行力程度

诉讼是各国最权威的官方纠纷解决机制ꎮ 根据司法终审原则ꎬ 法院的终

审判决具有最终的确定力ꎬ 易于强制执行ꎮ 但这是相对于一国当事人在本国

解决纠纷而言ꎮ 诉讼在解决涉外民商事纠纷时ꎬ 则存在明显的不足ꎮ 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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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大量民商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需要依赖双边条约和互惠关系实现ꎬ 但是

各国签订的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数量有限ꎮ 再加上各国对互惠关系的

认定标准不一ꎬ 导致判决的跨国承认和执行面临许多障碍ꎬ 执行难也就在所

难免ꎮ 例如ꎬ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曾以双方不存在司法协助条约也不存在

互惠关系为由ꎬ 拒绝承认和执行乍得恩贾梅纳商事法庭作出的一份判决ꎮ① 当

然ꎬ 涉外民商事判决也可以依据国际条约来承认与执行ꎬ 如 ２００５ 年的 «海牙

法院选择协议和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 以及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通过的 «海牙民商事

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ꎮ 但目前这些国际公约的成员国数量较少ꎬ 在国际民商

事判决承认和执行中的作用有限ꎮ
相反ꎬ 仲裁在国际民商事纠纷中具有较强的执行力ꎮ 通过仲裁程序作出

的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ꎬ 仲裁裁决债权人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后ꎬ 若不存在

不予执行的情形ꎬ 则可被法院强制执行ꎮ 虽然在国际仲裁中常会出现外国仲

裁裁决被拒绝承认与执行的问题ꎬ 但是联合国 １９５８ 年通过了 «承认与执行外

国仲裁裁决公约» (简称 «纽约公约»)ꎬ 对法院拒绝承认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进行了限制ꎬ 它为世界范围内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ꎬ
从而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仲裁裁决域外执行的难题ꎮ 目前ꎬ «纽约公约» 已有

１６１ 名成员国ꎬ 其中包括中国以及南非、 埃及、 乌干达、 尼日利亚等 ３７ 个非

洲国家在内ꎮ 总之ꎬ «纽约公约» 极大地简化和优化了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

执行过程ꎬ 增强了仲裁裁决的执行力ꎮ 因此ꎬ 有学者主张在中非民商事纠纷

中应当高度重视和鼓励仲裁程序的运用ꎮ②

和诉讼与仲裁相比ꎬ 调解的处理结果在跨境承认和执行方面现在还面临

许多挑战ꎬ 这主要是因为对于调解协议的执行国际上还不存在相应的公约机

制ꎮ 不过ꎬ 很多国家都已意识到调解在解决涉外民商事纠纷中的作用ꎬ 国际

社会也在共同努力推动调解协议的跨国执行ꎮ 例如ꎬ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历经四年研究制定了 «新加坡调解公约»ꎬ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在联合国大会

表决通过ꎬ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７ 日在新加坡签署ꎮ 该公约旨在解决国际商事调解达

２４１

①

②

董斌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纠纷案ꎬ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潭中民三初字

第 １８１ 号民事裁定书ꎬ 载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ｉａｎｙａｎｃｈａ ｃｏｍ / ｌａｗｓｕｉｔ / ｄ２４４ｆｃ３ｄｄ１ｂ
７４１８５９６５６１８１８ｆｂ０８ａｂ４０? ｊｓｉｄ ＝ ＳＥＭ － ＮＥＷ３６０ － ＰＰ － ＹＲ －０８０００１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２０ꎮ

参见朱伟东: «中国与非洲民商事法律纠纷及其解决»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８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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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调解协议的跨境执行问题ꎬ 它规定在国际商业纠纷中ꎬ 申请执行调解协

议的一方如果直接诉诸缔约国一方的法院ꎬ 该法院必须根据本国的程序规则

以及公约规定的条件执行调解协议ꎮ 目前ꎬ 世界上已有 ４６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了该公约ꎬ 其中包括中国以及乌干达、 贝宁、 刚果 (金)、 刚果 (布)、 毛里

求斯等 ７ 个非洲国家ꎮ① 毫无疑问ꎬ «新加坡调解公约» 可以更有效地解决调

解协议难以执行的问题ꎬ 完善了国际调解机制ꎬ 为今后中非之间调解协议的

顺利执行提供了有效的国际法依据ꎮ 另外ꎬ 考虑到调解与诉讼、 仲裁程序之

间不存在互斥性ꎬ 调解协议执行力弱的缺点ꎬ 也可以通过与诉讼或仲裁相结

合的方式予以弥补ꎮ 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ꎬ 可以促成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方

式解决争议ꎬ 将调解的处理结果以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的形式作出ꎬ 这样就

可以利用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执行途径来执行调解的处理结果ꎮ
(四) 维持友好关系程度

诉讼具有明显的对抗性ꎬ 原被告双方为了赢得诉讼ꎬ 会在庭前费劲心力

收集一切有利于诉求实现的证据ꎬ 庭审过程中更会不遗余力地据理力争ꎬ 尽

可能地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ꎮ 这种 “绝不妥协” 的态势极容易使双方原本

就出现的裂缝关系ꎬ 升级甚至陷入剑拔弩张的状态ꎮ 判决作出后ꎬ 双方常会

出现反目成仇的情形ꎬ 很难再有后续的合作ꎮ 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各方的关

系虽然不如诉讼紧张ꎬ 但最终还是有赢家和输家ꎬ 具有 “类诉讼” 的特点ꎮ
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ꎬ 二者均属于对抗性的诉讼方式ꎮ 很多中国人和非

洲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ꎬ 存在一定的 “厌讼” 观念ꎮ 这种对抗性的诉讼方式

在中非文化中存在障碍ꎬ 因为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当事人更喜欢友好地解决方

案 (后文详述)ꎮ 在仲裁方面ꎬ 近年来中国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意识到仲

裁的重要性ꎬ 制定了仲裁法并设立了相应的仲裁机构ꎮ 例如ꎬ 中国早在 １９９４
年就制定了 «仲裁法»ꎬ 并设立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北京仲裁委

员会等大量仲裁机构ꎮ 在非洲ꎬ 尼日利亚、 肯尼亚、 津巴布韦、 乌干达和赞

比亚等国家近年来根据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示范法» 制定了本国的仲

裁法ꎬ② 并在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以及本国商业部门的推动下ꎬ 设立了开罗地区

３４１

①

②

«新加坡调解公约»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 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ｉｅ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０２ꎮ

Ｇｗｅｎｎａ Ｓｅｚｎｅｃ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ｉｎｄｏｂｏ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Ｎｏ ８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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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仲裁中心、 拉各斯地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 南部非洲仲裁基金、 基

加利国际商事仲裁中心、 毛里求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等一批具有现代化设施

的仲裁机构ꎮ 然而ꎬ 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ꎬ 中国的仲裁常常与调解相

结合ꎬ 并非纯粹的仲裁模式ꎻ 并且ꎬ 采用现代化仲裁立法的非洲国家以及现

代化的非洲仲裁机构还不是很多ꎬ 有经验的非洲仲裁员仍然稀缺ꎮ
实践证明ꎬ 中国和非洲国家利用仲裁来解决纠纷的热情并非十分高ꎬ 这

可以从中非国家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 ＩＣＳＩＤꎬ 以下简称 “争端解决中

心”) 的参与度上体现出来ꎮ 尽管中国与许多非洲国家都是该中心的成员ꎬ 但

是二者的参与度并不高ꎮ 根据争端解决中心的 ２０１９ 年案件数据报告显示ꎬ
２０１８ 年没有涉及中国的案件注册ꎻ 而涉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新注册案件

仅 ６ 例ꎬ 占该年新注册案件的 １１％ ꎮ 就总数来说ꎬ 争端解决中心从成立之初

至 ２０１８ 年底共注册了 ７０６ 个案件ꎬ 其中涉及中国的案件仅占 ０ ５％ ꎻ 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的涉案数百分比也仅为 １５％ ꎮ 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国籍或者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国籍的裁判人员 (包括仲裁员、 调解员和特别委员会成员) 所占

比例相应较小ꎬ 其中中国仅 １４ 人ꎬ 占比为 ０ ６％ꎻ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为 ５０
人ꎬ 占比为 ２％ꎮ 而来自西欧国家和北美国家的裁判人员所占比例则分别高达

４７％和 ２０％ꎮ 这也无怪乎争端解决中心被人戏称是 “西方发达国家的俱乐部”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争端解决中心并不是只能运用仲裁解决纠纷ꎬ 它同时也

提供了调解程序供当事人选择ꎮ 而在为数不多的调解案件中ꎬ ９０％ 以上的案

件涉及非洲国家ꎬ 这也反映出具有悠久调解文化历史的非洲国家更倾向于借

助调解来解决投资争议ꎮ① 争议解决后ꎬ 双方仍可以维系良好的业务关系ꎬ 继

续进行商业合作和交易ꎮ 与之相反ꎬ 如果采用诉讼和仲裁等对抗性手段ꎬ 即

便争议得以解决ꎬ 也容易破坏双方良好的商业关系ꎬ 使他们失去曾经的业务

伙伴和潜在的商业机会ꎮ②

综上所述ꎬ 在诉讼、 仲裁和调解三种解决方式中ꎬ 当事人可以优先考虑

通过调解解决纠纷ꎬ 这样既可以让当事人灵活解决问题ꎬ 还能维持日后的友

好关系ꎮ

４４１

①

②

朱伟东: «外国投资者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投资争议分析———基于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相关案

例的考察»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４７ 页ꎮ
Ｌｉｎｄａ Ｃ Ｒｅｉｆꎬ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ꎬ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Ｎｏ １４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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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非洲的调解文化

作为古老的文明发源地ꎬ 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有着各自的传统和习俗ꎮ 尽

管它们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ꎬ 但是中国文明和非洲文明存在一些相似甚至

相同的价值观和文化ꎬ 比如二者均有尊重祖先的传统ꎬ 并且都认为亲属关系

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单位等等ꎮ① 这种观念导致双方都推崇和谐与宽容的理

念ꎬ 并且强调集体主义ꎮ 正是由于中国和非洲民众都关注亲属关系和社区利

益而非个人得失ꎬ② 这使得调解文化孕育而生ꎬ 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ꎮ 和平解决争端无疑是保持家族或社区和谐的最佳方式ꎮ 因此ꎬ 将 “和
谐共处” 作为基本的社会目标是双方一个十分重要的相似点ꎬ 它构成了以调

解解决中非经济纠纷的文化基础ꎮ
(一) 中国的调解文化

与诉讼等对抗性的争议解决方式相比ꎬ 中国人更倾向于采取调解等协商

一致的方式去解决日常生活甚至国家事务中的纠纷和冲突ꎮ 调解的典型范式

发源于古代中国 “和为贵” 的民间调解方式③ꎮ 中国人始终相信 “和气生

财”ꎬ 并试图和谐地解决争端ꎬ 尽力避免采用对抗性争议解决方式ꎬ 以保持商

业关系ꎮ
中国特有的自然与文化环境孕育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

传统观念ꎬ 这些思想观念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解决纠纷的方式ꎮ 例如ꎬ 儒家

思想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思想ꎬ 其核心观念是追求自然与人类之间以及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相处ꎮ 和谐意味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需避免争吵ꎬ 因为冲突让人

感到焦虑ꎬ 它破坏了和平ꎬ 打破了人们平静的生活ꎮ 例如ꎬ 孔子提出了 “和
为贵” 的价值取向ꎬ 强调 “君子和而不同ꎬ 小人同而不和”ꎻ 同样ꎬ 孟子也提

出 “天时不如地利ꎬ 地利不如人和”ꎮ 儒家认为ꎬ 为了保持和谐ꎬ 人与人之间

最理想的关系应该是友好互惠ꎻ 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ꎬ 而应

５４１

①
②

③

Ｔ Ｏｌａｗａｌｅ Ｅｌｉａｓ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ꎬ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５６ꎬ ｐ ２５３
Ｋｅｂａ Ｍ’ Ｂａｙｅ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Ｉ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１３９ － １４１
邓春梅: «调解现代化运动: 一种范式转换»ꎬ 载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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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让他人自愿接受ꎮ 儒家主张 “己所不欲ꎬ 勿施于人”ꎮ 除儒学外ꎬ 还有其他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中国人的冲突解决观念ꎮ 例如ꎬ 道家亦强调人际和谐ꎬ
避免冲突ꎬ 实现社会安定、 太平ꎬ 如主张 “圣人之道ꎬ 为而不争”ꎬ 提倡无为

而治ꎮ① 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过于计较得失ꎬ 那么争议就会很容易得以解决ꎮ 由

此ꎬ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有关人与自然和谐、 人与人和谐以及国家民族关

系和谐等丰富的思想内容ꎮ 这些思想虽有其时代局限性ꎬ 但仍有其合理内核ꎬ
并延续至今ꎮ

在这些哲学观念的影响下ꎬ 中国人便拥有了 “厌讼” 观念ꎮ 毫无疑问ꎬ
对抗性的纠纷解决机制与中国传统的和谐理念相悖ꎮ 因此ꎬ 与现代的法治理

念相反ꎬ 在传统的中国ꎬ 诉讼实际上才是 “小众” 的争议解决方案ꎬ 是一种

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机制ꎬ 是解决纠纷的最后手段ꎻ② 调解反倒因为其非对抗性

的特点ꎬ 成为众多中国人争议解决的重要方式ꎮ
(二) 非洲的调解文化

与中国人一样ꎬ 非洲人高度重视宽容ꎬ 把谦虚和善于妥协视为个人高尚

品质的表现ꎮ 例如ꎬ 布隆迪的父母会在睡前故事中教育孩子们应该宽容地与

他人和平相处ꎮ③ 在索马里ꎬ 许多谚语揭示着与中国人非常相似的 “和谐”
理念ꎬ 例如 “刻薄引发战争ꎬ 宽容带来财富” “一口气吞下无花果是明智之

举” 等等ꎮ④ 尼日利亚人则常说 “当法官宣布结果时ꎬ 真正的冲突才开始”ꎬ
这也反映出与中国传统观念相类似的厌讼思想ꎮ⑤ 上述谚语表明ꎬ 人们对宽容

的品格表示赞赏ꎬ 并倡导人们容忍别人的错误ꎮ “一个人的权利对另一个人来

说可能是错的”ꎬ⑥ 更是贴切揭示了 “调解艺术” 的哲学与智慧ꎮ
正是对宽容品质的追求ꎬ 使得调解成为非洲人的理想纠纷解决方式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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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传统观念中ꎬ 争议解决的理想模式是争议各方 “在大树下协商”ꎬ 并在社

会共识的基础上解决争议ꎬ 人们称之为 “树下调解”ꎮ① 只有当各方达成共识

时ꎬ 人们才认为争议得到了彻底解决ꎮ② 在这个过程中ꎬ 人们专注于重建个人与

个人或者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ꎬ 维护整个团体的和谐ꎮ 为了达到这一和谐目

的ꎬ 当事各方或其代表通常会带来礼物或屠宰牲畜ꎬ 以表达他们彼此的诚意ꎮ③

具体来说ꎬ 例如在加纳ꎬ 阿坎人称调解为 “Ｄｗａｎｅｔｏａ”ꎬ 也称之为 “在家

解决”ꎬ 并且与中国大多数情况一样ꎬ 人们可以选择品格正直、 经验丰富、 享

有地位和声誉的人作为调解人ꎮ④ 埃塞俄比亚人则选择长老 (Ｓｈｉｍａｎｇｅｌｅ) 作

为调解人来调解民事纠纷ꎬ⑤ 并且还建立了多个传统道德团体用以调解各类纠

纷ꎬ 甚至刑事案件也在其列ꎮ⑥ 非洲人的传统观念之所以看重宽容的品质和注

重调解的运用ꎬ 主要是因为非洲传统文化同样强调整个社会的集体利益ꎬ 而

不是个人ꎮ “每个人都是兄弟的守护者” 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非洲人的心中ꎮ
人们认为单纯地坚持个人主张而忽视整个社区的利益是本末倒置而毫无意

义ꎮ⑦ 在这种观念下ꎬ 非洲人同样不喜欢诉讼形式ꎬ 因为诉讼虽然可以解决争

议ꎬ 但在 “解决” 的同时也意味着双方将来不可能再成为朋友ꎮ 例如ꎬ 南苏

丹丁卡人非常注重建立人与人和睦相处的社会秩序ꎬ 其文化中有一个非常重

要的概念叫作 “Ｃｅｉｎｇ”ꎬ 包含 “道德” “文化” “生活方式” 等多种含义ꎬ 其

中最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 “共同生活”ꎮ⑧ 丁卡人认为ꎬ 为了实现人们之间的

和睦ꎬ 人们必须团结而友善ꎮ 当冲突发生时ꎬ 强迫任何一方都是不友善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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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 只有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ꎬ 才能维护社区的团结ꎮ① 调解恰恰与

这种理念相契合ꎬ 因此就成为丁卡人最常见的纠纷解决方式ꎮ 可见ꎬ 与中国

传统文化一样ꎬ 友好的争议解决机制更符合非洲妥协和宽恕的价值观念ꎬ 对

促进社会和平以及保障社会秩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综上ꎬ 从传统文化角度看ꎬ 中非民众在看待冲突及冲突解决问题时具有

相似的态度ꎬ 即双方更倾向于依靠道德力量ꎬ 更愿意通过调解去解决争议ꎮ
首先ꎬ 中国人和非洲人注重 “调解” 人际关系ꎬ 除了与 “天人合一” 的宇宙

观、 注重以 “中和” 方式解决矛盾的辩证法有关ꎬ 还与农耕文明和自然经济

特性以及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法社会结构密切相关ꎮ 中国和大多数非洲

国家传统上均以农业经济为主ꎬ 而农业的发展一直深受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影

响ꎮ 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时代ꎬ 人们驾驭自然界的能力较弱ꎬ 因此人们必须

相互扶持、 相互依靠ꎬ 并形成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ꎬ 以面对恶劣

的自然条件和时刻可能因为气候灾害而导致的饥馑状况ꎮ
其次ꎬ 由于自然资源和个人能力有限ꎬ 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中必定不能满

足其所有的需求ꎬ 为应对面临共同的挑战ꎬ 个人必须牺牲自己一定的利益以

融入集体之中ꎬ 从而满足自己基本的生存需要ꎬ 甚至可以得到集体的精神慰

藉ꎮ② 可见ꎬ 集体主义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共有的传统价值观念ꎬ 这要求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应当以集体利益为重ꎬ 而适当放弃个人利益的追求ꎮ 由此ꎬ 中国

和非洲传统文化都重视集体主义ꎬ 强调人与人相处的共性ꎬ 尽可能地避免纠

纷和争议ꎬ 对冲突持消极态度ꎮ③ 冲突一旦发生ꎬ 中非民众更倾向于采用调解

等友好的方式加以解决ꎮ 具体的权利义务分配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ꎬ 能够让

社区和人际关系得以恢复才是化解纠纷的关键ꎮ 这就决定了在通常情况下ꎬ
中国和非洲国家民众大多不会优先选择诉讼等对抗性较强的纠纷解决方式来

处理争议ꎬ 因为这类程序中ꎬ 法官或其他裁决者会严格依据法律明确双方的

责任ꎬ 并督促对方履行法律义务ꎮ
再次ꎬ 在冲突调解观及方法方面ꎬ 中国人和非洲人受各自传统文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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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ꎬ 认为对抗性的争议解决方式将破坏共同体的和谐ꎬ 会使因争议而变得糟

糕的双方关系陷入更糟的局面ꎮ① 因此ꎬ 争议双方基于未来关系可持续发展的

考虑ꎬ 更看重调解这一方式的独特优势ꎮ 而且ꎬ 中国人和非洲人都希望避免

直接冲突ꎬ 不愿意面对面地处理纠纷ꎬ 而是更倾向于让调解人作为中间人代

表他们的利益与对方沟通ꎬ 从中斡旋ꎮ 至于调解人的选择ꎬ 虽然陌生人理论

上来说比熟人更能保证中立性或独立性ꎬ② 但中国人和非洲人通常希望选择自

己熟悉或信任的人当调解员ꎬ 例如族长、 长辈等都是人们优先选择的调解员ꎬ
至于专业技能方面并非首要考虑的因素ꎮ

由此ꎬ 通过调解友好地处理纠纷的方式与中国的 “和谐” 文化以及非洲

崇尚宽容的传统理念相契合ꎬ 更为重要的是ꎬ 调解不会损害争议双方的友好

关系ꎮ 调解的目的不是决定赢家或输家ꎬ 而是创造一种双赢的局面ꎬ 并试图

通过 “和平” 方法恢复双方关系ꎮ③ 调解员则尽量保证争议方之间温暖而友

好的调解氛围ꎬ 避免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ꎮ 调解的目标是让争议双方相互谅

解并达成协议ꎬ 以维持他们的商业关系和确保未来潜在的业务关系ꎮ④

当代中国和非洲的调解机制

中国和非洲国家涉及调解的传统思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殖民者的

侵入而成为历史ꎮ 相反ꎬ 它在中非现代社会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ꎮ 调解作为

中非民众解决纠纷的方式之一ꎬ 也逐渐被规范化、 专业化和制度化ꎮ
(一) 现代中国的调解制度和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得到推

进与优化ꎬ 在此过程中ꎬ 追求和谐的传统理念依然植根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中ꎮ 调解作为古老而传统的纠纷解决手段仍然被保留下来ꎬ 并被广泛运用于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交往圈的扩大ꎬ 调解员的 “候选

人” 也不再限于长辈、 族长、 村委会主任等ꎬ 朋友、 领导、 商业伙伴、 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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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等等都可能成为调解员ꎮ 此外ꎬ 中国作为现代化法治国家ꎬ 也对调解进

行了诸多立法ꎬ 将调解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ꎮ 除了普遍适用的私人调解ꎬ 还

有调解委员会调解、 法院调解、 仲裁调解等多种形式的调解主体ꎮ
１９８２ 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首次确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制

度ꎮ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ꎮ 如果有

必要ꎬ 企业也可以成立调解委员会ꎮ 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可

以由法院确认和强制执行ꎮ １９９１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专门规定

了调解程序ꎬ 使得调解更加制度化ꎮ 在诉讼过程中ꎬ 法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

要求或法官认为有必要时ꎬ 对案件进行调解ꎮ 实践中ꎬ 法官被鼓励运用调解

解决纠纷ꎬ 调解率也是法官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ꎮ 因此很多案件即便以诉讼

的形式诉诸法院ꎬ 但最终依然由调解结案ꎮ
除了在诉讼中采用调解外ꎬ 中国仲裁程序也将调解结合进来ꎮ «中华人民

共和国仲裁法» 规定ꎬ 仲裁过程中仲裁员可以随时调解纠纷ꎬ 并且仲裁员可

以在同一案件中同时担任调解员ꎮ 这与欧美传统的仲裁观念不同ꎮ 按照欧美

国家的传统观念ꎬ 如果将调解员与仲裁员相结合容易导致不公正和偏见ꎮ① 但

是在中国ꎬ 人们则认为仲裁员同时担任调解员更为便捷和有效ꎮ 因为在仲裁

过程中ꎬ 如果发现双方还有缓和矛盾的余地ꎬ 仲裁员可以适时转变为调解员

进行调解ꎬ 撮合双方达成合意ꎻ 如果调解时事态发生变化ꎬ 双方陷入僵局ꎬ
调解员又可以直接对案件进行仲裁ꎮ 这种身份的灵活互换ꎬ 既可以最大限度

地抓住和解的机会、 维护双方的关系ꎬ 又能够高效地解决纠纷ꎬ 节约新任调

解员或仲裁员重新了解案情的时间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 «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意见的规

定» 并成立国际商事法庭ꎮ 该法庭可以进行调解ꎬ 而且 “国际商事法庭作出

的调解书ꎬ 经双方当事人认可后ꎬ 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②ꎮ 从此ꎬ 中

国将调解正式纳入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式之一ꎬ 其调解书具有执行力ꎬ 大大

提高了调解书的权威性ꎮ
(二) 现代非洲国家的调解制度和实践

无独有偶ꎬ 非洲国家的传统观念也依然影响着当代社会ꎮ 尽管非洲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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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ꎬ 但是包括推崇宽容和集体主义在内

的传统观念依然得以保留ꎮ 殖民者通过发布命令或法令来消除当地人的宗教

信仰和生活习惯其实并不容易ꎬ 想要彻底改变或磨灭一种文化观念尤其难以

实现ꎮ 因为文化观念形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ꎬ 并影响着人们思考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方式ꎻ 同时ꎬ 一次次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又反过来潜移默化地强

化人们对这一观念的认同ꎮ① 此外ꎬ 英国对其殖民地实施了 “间接统治”ꎬ 允

许非洲人根据本土习俗去管理当地人ꎬ 这其中就包括争议解决的方式ꎮ② 比

如ꎬ 在尼日利亚ꎬ 英国殖民保留了尼日利亚人的 “本土法院”ꎬ 允许其根据习

俗规则通过调解解决纠纷ꎮ③

非洲国家独立后ꎬ 许多国家依然保持着习惯法与制定法共存的状态ꎮ 它

们一方面继承了欧洲移植的法律制度ꎬ 另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的法律观念ꎬ 其

中传统的和谐文化对当代非洲的影响广泛而深远ꎮ 例如ꎬ 利比里亚一项调查

显示ꎬ 全国只有 ３％的争议案件被诉诸法院ꎬ ４０％以上的案件则通过非正式的

争议解决机制得以处理ꎮ④ 可见ꎬ 尽管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经历了殖民时代ꎬ 但

许多非洲人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ꎬ 习惯法仍然影响

着当地人的生活和工作ꎮ 非洲大陆普遍使用习惯法ꎬ 一些国家还保留或建立

了习惯法法院ꎬ 这与其他大陆相比是独一无二的ꎮ⑤ 多数非洲人在日常生活中

继续使用传统的友好的纠纷解决办法ꎬ 甚至法院也支持根据传统惯例进行调

解的方式来处理案件ꎬ 遵循着过去的传统ꎮ 许多非洲人认为ꎬ 真正的正义是

恢复双方的和谐关系ꎬ 而不是严格适用某些法律ꎮ⑥ 非洲法官们也清楚ꎬ 只有

当双方对调解意见均感到满意时ꎬ 判决内容才能顺利执行ꎮ 例如ꎬ 博茨瓦纳

的法官们不仅试图解决争议中的法律问题ꎬ 还努力促进争议各方之间的友情ꎬ
维护并改善双方关系ꎮ⑦ 于是ꎬ 法官通常更愿意采取调解方式解决纠纷ꎬ 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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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双方对最终决定感到满意ꎮ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更多地考虑争议各方的未

来关系ꎬ 而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ꎮ 因此ꎬ 为了使诉讼满足当地

人民的需要ꎬ 与欧美国家不同ꎬ 许多非洲国家的法官在处理部分案件时ꎬ 常

常与调解员工作相配合ꎬ 共同发挥独特的作用ꎮ
加纳就是将调解合并到诉讼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ꎮ 在加纳ꎬ 纠纷当事人

可以选择司法法院或本地传统法院解决纠纷ꎮ 如果他们选择后者ꎬ 部落或家

族的首领将成为相应级别的 “法官”ꎮ① 一般而言ꎬ 加纳人更喜欢本地传统法

庭来处理他们的争端ꎬ 因为 “法官” 这种模式下作出的决议是最终让争议双

方都满意的结果ꎬ 而不是得到一张可能面临 “执行难” 问题的强制性判决书ꎮ
除了本地传统法院或 “在家” 解决的私下调解之外ꎬ 加纳的 “和谐文

化” 也体现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ꎮ １９５８ 年加纳独立后ꎬ 作为地方最低级别的

酋长法院已经被国家司法法院的地方一审法院所取代ꎮ② 然而ꎬ “在家调解”
的习俗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人们依然习惯于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ꎮ 为了使

民众能够方便、 和平地解决冲突ꎬ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 加纳地方法院开始实施一项

“法院替代性纠纷解决政策” 的项目ꎮ③ 该项目由司法部设立国家调解员ꎬ 并

且辅之以 １０ 名区域性调解员ꎬ 用以在全国范围内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ꎮ
根据加纳法院替代性纠纷解决政策ꎬ 地方法院参与调解的调解员主要由 ６５ 岁

以下的法官或者前法院官员、 前政府官员、 退休教授等人员担任ꎬ 根据当事

人的意愿确定调解员的任命ꎮ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会利用道德原则、 风俗习

惯甚至 «圣经» 故事来劝说双方ꎮ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ꎬ 那就是缓解当事

人之间的紧张气氛ꎬ 使他们可以相互理解ꎬ 心平气和地寻求解决方案ꎮ 如果

当事人之间仍然关系紧张ꎬ 调解员则与一方或分别与双方进行私下讨论来找

出解决办法ꎮ 达成调解协议后ꎬ 双方当事人也不用担心达成的协议是否具有

法律效力ꎬ 因为一旦他们确认对协议没有任何疑问ꎬ 实施调解的法院将批准

该调解协议成为最终判决ꎮ 如果其中一方不遵守协议的义务ꎬ 另一方可以要

求法院强制执行ꎮ
除了加纳ꎬ 其他众多非洲国家当政者也意识到调解的价值和重要性ꎬ 并

开始着手重振这些本土文化ꎮ 坦桑尼亚已经在达累斯萨拉姆、 阿鲁沙和姆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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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 ３ 个地区开展了一项调解试点项目ꎮ① 该项目要求法院法官和治安法官在案

件进入审判程序之前ꎬ 必须先对纠纷进行调解ꎮ 换句话说ꎬ 法律强制要求在

正式启动诉讼程序之前ꎬ 当事人必须先对案件进行调解ꎬ 即确立 “调解前置”
程序ꎮ 南非的 «劳动关系法» 也规定当事人在提起劳资诉讼之前ꎬ 必须先将

此类争议进行调解ꎬ 这使得南非大多数的劳资纠纷都是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

的ꎮ② 此外ꎬ 南非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 «公司治理准则» 第 ８４ 条还规定ꎬ “一般考

虑到当事人的利益以及保持或强化商业关系的时候ꎬ 调解是最有效的解决方

式”ꎮ③ 而在尼日利亚ꎬ 设立于阿布贾的调解培训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服务于

全国的调解事务ꎬ 并将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法与诉讼程序相结合ꎬ 这种组合被

称为 “多门法院”ꎮ④ 人们有包括调解在内的各种不同方式去解决纠纷ꎬ 而不

是只采用诉讼手段ꎮ 这种方式受到各方青睐ꎬ 尤其是在商业类纠纷的案件中

更是如此ꎬ 因为这种友好的解决方案很好地使争议双方保留了未来再次合作

的可能性ꎮ “多门法院” 也由于其灵活性和多样性ꎬ 为尼日利亚的商业发展搭

建了良好的纠纷解决平台ꎬ 不断吸引着外国资本流入尼日利亚ꎮ⑤

由此可见ꎬ 中国与许多非洲国家不但都有着 “与人为善” 的文化理念和

推崇调解纠纷的文化传统ꎬ 更为可贵的是ꎬ 这种文化传统还一直传承至今ꎮ
随着民族自觉和民族自信的日益加强ꎬ 这种文化传统也得到了中非国家当政

者的更多重视ꎬ 并被不断挖掘与弘扬ꎮ 中国和非洲在调解文化上的共识ꎬ 为

相互间的民商事纠纷的调解解决奠定了现实可能性ꎮ

调解在解决中非争议中的具体运用

综上所述ꎬ 调解是友好解决争议的典型方法ꎬ 我们应当鼓励中非双方当

事人在商业合作合同中选择调解解决争议方式ꎮ 在民商事往来中ꎬ 如果双方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ｅｏｒｇｅ Ｂ Ｌｉｕｎｄｉꎬ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ꎬ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Ｅｕｇｅｎｅ Ｃｏｔｒａｎ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ｉｎ Ａｍｉｓｓａｈ ｅｄ ꎬ 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８６

许林波: «南非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微探»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ꎮ
同上文ꎮ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Ｓ Ｒｕｐｐꎬ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ꎬ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Ｌｏｃｃ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Ｎｏ ９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８５０

Ｉｂｉｄ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存在纠纷ꎬ 应当先行进行调解ꎬ 将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前置程序ꎮ 由此ꎬ 当

纠纷发生时ꎬ 双方必须先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ꎻ 调解失败后ꎬ 才可进入

诉讼或仲裁程序ꎮ 目前ꎬ 许多中非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有关投资争端解决的

条款规定ꎬ 调解程序是中非通过仲裁或诉讼解决投资争议的前置程序ꎬ 这表

明了中非双方在实践中对调解方式的认可和接受ꎮ
(一) 利用现有机构进行调解

在非洲ꎬ 中国当事人可以通过当地相关机构进行调解ꎬ 或是充分利用非

洲的区域性组织规定进行调解ꎮ 例如ꎬ 南部非洲国家的律师事务所、 仲裁机

构、 会计公司、 商业团体等建立了 “非洲选择性纠纷解决中心”ꎮ 该中心在莫

桑比克首都马普托、 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以及南非的比勒陀利亚、 约翰内斯

堡和开普敦等地设有纠纷解决场所ꎮ 中心制定了详细的 «调解规则»ꎬ 因此中

非当事人可以根据需要在上述场所对纠纷进行调解ꎮ 如果纠纷发生在法语非

洲国家ꎬ 中非当事人则可以选择通过非洲商法协调组织 (ＯＨＡＤＡ) 的 «调解

统一法» 来调解案件ꎮ 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是一个致力于非洲商法统一化的地

区性组织ꎬ 它参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２００２ 年 «调解示范法» 制定了

«调解统一法»ꎬ 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通过ꎮ 因此ꎬ 中国当事人在非洲商法

协调组织成员国内发生的民商事纠纷ꎬ 可以利用 «调解统一法» 来调解纠纷ꎮ
由于 «调解统一法» 中的 “当事人”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以及公共机构或国家ꎬ
因此除了自然人、 公司之间的纠纷ꎬ 中国投资者还可以通过该法与投资东道

国之间进行调解ꎬ 解决投资纠纷ꎮ①

中国当事人除了可以利用非洲当地的调解机构或区域性组织通过调解方

式解决纠纷外ꎬ 还可利用中国侨办在非洲各地设立的 “海外华侨华人互助中

心” (以下简称 “华助中心”) 来调解解决纠纷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中国侨办在安

哥拉、 坦桑尼亚、 尼日利亚、 南非、 博茨瓦纳、 肯尼亚等非洲国家设立了华

助中心ꎬ 帮助调解华人华侨与当地人之间的纠纷ꎮ 目前ꎬ 非洲各地的华助中

心在调解解决中非之间的民商事纠纷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效果ꎮ 例如ꎬ 安哥拉

是非洲最早成立华助中心的国家ꎬ 仅 ２０１４ 年 (即成立的当年) 通过调解共处

理劳资纠纷 ７５ 起ꎬ 处理因死亡赔偿纠纷 ５ 起ꎮ②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公民与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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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朱伟东: «非洲商法协调组织»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６６ 页ꎮ
«安哥拉中国总商会 ２０１４ 年度十大焦点新闻»ꎬ 载安哥拉广德国际集团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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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尼亚一家公司发生纠纷ꎬ 经当地华助中心多方协调ꎬ 双方很快签署了 “案
件处理 /调解协议书”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间ꎬ 该中心受理了中国

公民与当地人涉及股权、 劳资、 借款等方面 ２０ 多起重大经济纠纷ꎬ 其中大多

数通过调解最终圆满解决了问题ꎮ①

就发生在中国的中非民商事纠纷而言ꎬ 浙江义乌曾在涉外调解方面做过

有益的尝试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浙江省义乌市成立了 “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ꎬ 聘请在义乌经商的外籍商人担任调解员ꎬ 首创了 “以外调外” 的新模

式ꎮ② 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调研ꎬ 认为该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把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ꎬ 获得了纠纷当事人的一致认可ꎬ 极大提高了调解成功率ꎬ 为

维护市场的和谐稳定、 节约一国司法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ꎮ”③ 根据报道ꎬ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已成功调解涉外纠纷 ５３０ 余

起ꎬ 调解成功率达 ９５％ ꎬ 涉案金额 ８ ３９９ ６８ 万元ꎮ④ 在义乌涉外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的调解员队伍中ꎬ 很多调解员由来自非洲国家的商人担任ꎬ 其中一

些来自非洲国家的调解员已成为该调解委员会中解决纠纷的能手ꎮ 例如ꎬ 来

自塞内加尔的商人苏拉现在是该委员会有名的 “老娘舅”ꎬ 他已成功处理了很

多涉外纠纷ꎬ 其中很多发生在中非双方当事人之间ꎻ 来自苏丹的艾哈迈德虽

然担任该委员会调解员时间不长ꎬ 但作为中国苏丹商会会长的他已成功调解

解决了多起纠纷ꎬ 帮助义乌的中方商人追回了很多欠款ꎮ 义乌涉外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独创的 “以外调外” 模式在解决涉外纠纷中具有独特优势ꎬ 它可

以克服语言障碍ꎬ 有利于增强当事人的信任ꎬ 使之在和谐的氛围中促进纠纷

的顺利解决ꎮ 考虑到该委员会中还有很多调解员来自埃及、 马里等非洲国家ꎬ
因此ꎬ 如果当地的中国商人和非洲商人发生纠纷时ꎬ 就可考虑选择该委员会

通过调解解决纠纷ꎮ
(二) 设立 “中非调解委员会”
中非双方在处理民商事纠纷中ꎬ 除了一方面鼓励中非当事人事先确定调

解为纠纷解决的前置程序ꎬ 另一方面还可以考虑成立中非调解委员会ꎬ 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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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达累斯萨拉姆华助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ｓｈｚｚｘ ｃｎ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０２ꎮ
浙江省义乌市司法局: « “老外不见外” ———浙江省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创 “以

外调外” 新模式»ꎬ 载 «人民调解»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３２ ~ ３３ 页ꎮ
吴卡、 张洛萌: «涉外商事纠纷调解新模式探寻———以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

例»ꎬ 载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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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非之间民商事纠纷提供更专业的平台ꎮ 一般而言ꎬ 无论仲裁裁决、 司法

判决还是调解协议ꎬ 除非有国际协议或公约确保相关国家之间的强制执行ꎬ
否则地方法院很难承认域外争议解决决定ꎮ 基于这一事实ꎬ 中非调解委员会

可以提供一个常规和正式的救济渠道ꎬ 以确保调解决议可以无障碍地实施ꎬ
从而及时有效地解决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产生的商业冲突ꎮ 具体来说ꎬ 可以

在中国或非洲某一国设立中非调解委员会总部ꎬ 然后在非洲各国设立分会ꎮ
该委员会是中非两国政府主导和监督的非营利组织ꎬ 制定并颁布专门的中非

联合调解规则以确保有法可依ꎬ 从而解决缺乏细化或有效程序规则的问题ꎮ
此外ꎬ 调解员可由中非双方的商会和法律或商务方面的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

担任ꎬ 以解决调解员法律素质不高或水平不高问题ꎮ 为了实现公平和公正的

目标ꎬ 中非调解委员会应当设有调解员人才库ꎬ 成员国从国内选拔合适的国

际商法人才充实人才库ꎬ 作为具体案件的调解员候选人ꎮ 当事人将争议提交

到委员会时ꎬ 可以各自在人才库中选取合适的本国人员作为该案件的调解员ꎬ
这有利于当事双方理解彼此的观点、 态度和法律规定ꎮ 这是因为ꎬ 一方面调

解员熟悉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法律法规ꎬ 另一方面这些调解员也是国际商

法专家ꎬ 能够熟练地处理各类国际商事案件ꎮ 虽然调解员是由当事人自己选

出的ꎬ 但调解员并不是全权代表当事人处理案件ꎬ 而是帮助当事人在相互理

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ꎮ 换言之ꎬ 各方选择的调解员扮演着 “中间人” 的角色ꎬ
是跨越当事人之间文化差异的最佳桥梁ꎮ

为使中非调解委员会在实践运用中充分体现其效能ꎬ 委员会调解规则设

立时ꎬ 需解决好以下两方面问题:
第一ꎬ 确保调解协议的执行效力ꎮ 我们在认可调解的优越性同时ꎬ 也不

能忽视传统调解所存在的弊端ꎮ 传统的私人调解模式虽然便利ꎬ 但是最大的

问题就是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弱ꎮ 在一些国家ꎬ 调解协议被视为双方之间

的合同ꎮ 只有当缔约方以对方违约的名义提起诉讼ꎬ 法官依照一般民事诉讼

程序进行审理后ꎬ 才能通过司法判决执行该调解协议ꎮ 这样看来ꎬ 调解的重

要弊端之一似乎是调解协议不能被强制执行ꎮ 但是ꎬ 调解的核心或基本特征

并不在于它是否可以被强制执行ꎮ
判断一项程序是否属于调解ꎬ 首先要考虑的是争议的解决是否有第三方

作为中间人从中协调ꎬ 这是调解与双边协商的主要区别ꎮ 其次ꎬ 根据解决纠

纷过程中的友好性和灵活性程度ꎬ 将调解与仲裁程序相区别ꎮ 我们不应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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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执行性视为识别调解的标准ꎬ 只要纠纷解决过程足够友好且灵活ꎬ 并且各

方的最终共识是在调解员的帮助下进行的ꎬ 那就是调解ꎮ 应当说ꎬ 调解的根

本特征或者优势在于当事人高度的自愿性和调解员在解决纠纷过程中高度的

灵活性ꎮ 相反ꎬ 不可执行性并不是调解的必然特征ꎬ 只是调解普遍存在的一

种表象而不是其本质ꎮ 因此ꎬ 只要有足够的立法规范来确定调解协议的可执

行性ꎬ 同时配备有效的制度确保调解协议在实践中得到执行ꎬ 那么调解协议

就可以具有强制力效果ꎮ
非洲商法协调组织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值得借鉴ꎮ «调解统一法» 第 １６

条第三至第五款规定ꎬ 成员国国内有管辖权的法院也可应当事人的共同请求

或应一方当事人的请求ꎬ 对和解协议给予承认和执行ꎬ 且法院不得修改和解

协议的条款ꎬ 而只能审核和解协议的真实性ꎬ 并在收到当事人请求后的 １５ 天

内作出是否承认和执行和解协议的裁定ꎮ 因此ꎬ 为了提高调解的权威性和确

保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ꎬ 未来的 «中非调解委员会规则» 必须明确规定ꎬ 一

旦调解成功ꎬ 中非调解委员会作出的调解协议在本国境内具有法律效力和执

行性ꎬ 可以像法院判决书一样被强制执行ꎮ 这意味着ꎬ 作为中非调解委员会

的成员ꎬ 中非相关国家有义务保证调解协议的执行ꎮ 除此之外ꎬ 中非之间也

可以通过双边协议或公约规定确保调解协议的执行力ꎮ 例如ꎬ 中国与一些非

洲国家签署加入了 «新加坡调解公约»ꎬ 就为中非之间调解协议的顺利执行提

供了有效的国际法依据ꎬ 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调解协议难以执行的问题ꎮ
此外ꎬ 将纠纷提交给中非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当事人需清楚ꎬ 调解协

议是双方达成的共识ꎬ 必须严格遵守ꎮ 双方在自愿基础上正式签署调解协议

之前ꎬ 当事人均可改变纠纷解决的方式或者更改自己的诉求ꎮ 换句话说ꎬ 调

解结果一般不会出现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内容不同意的情况ꎮ 因为如果有异议ꎬ
当事人完全可以选择不在调解协议上签字ꎬ 调解协议也就不能发生法律效力ꎮ
除非有证据证明调解是基于欺诈作出的ꎬ 否则不得撤回ꎮ 如果调解是基于欺

诈进行的ꎬ 被欺骗方可以要求中非调解委员会撤销该结果ꎮ 如果第三方认为

调解协议违背了他们的利益ꎬ 完全可以向中非调解委员会提出质疑ꎮ 当然ꎬ
调解员也有义务审查调解协议的具体内容ꎬ 并确保不会违反有关国家的强制

性规定、 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ꎮ
第二ꎬ 认可调解与仲裁的结合ꎮ 当然ꎬ 当事人经过调解努力后可能依然

难以达成合意或形成调解协议ꎬ 双方无法再继续友善地进行沟通ꎮ 这时候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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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即宣告失败ꎬ 当事人可以选择由其他机构进行仲裁或诉讼ꎬ 抑或选择由中

非调解委员会进行仲裁ꎮ 如果当事人选择由委员会进行仲裁ꎬ 那么双方直接

由调解程序进入仲裁程序ꎬ 并且原则上由本案调解员担当仲裁员对案件进行

仲裁ꎮ 对于当事人来说ꎬ 这是调解失败后最节约成本和时间的方式ꎬ 因为调

解员在之前的调解程序中已经充分了解了案件情况和当事人的诉求ꎮ 一旦进

入仲裁程序后ꎬ 仲裁员可以更快地作出仲裁决定ꎬ 节约了由其他仲裁员再次

审查案件的时间ꎮ 当然ꎬ 当事人也有选择由委员会其他人员担任仲裁员的权

利ꎬ 但需要提出书面申请ꎬ 否则将默认同意由调解员直接担任仲裁员ꎮ
一些学者认为调解程序应当与仲裁程序相区别ꎬ 不能完全混同ꎮ 仲裁员

的任务是无偏见地寻求真相ꎬ 并且在不考虑双方关系的情况下严格地适用法

律ꎮ 而调解员在同一案件中无法公平地胜任仲裁员的角色ꎬ 因为调解员在仲

裁程序之前出于调解的需要ꎬ 可能与当事人单独进行过会面并在对方不在场

的情况下掌握了一些信息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缺席方并不知道调解员已经获取

了哪些信息内容ꎬ 也就丧失了当面对质的辩护机会ꎮ 调解员或仲裁员做出仲

裁决议时ꎬ 很难忽视之前调解期间当事人私下向他们披露的此类信息ꎮ① 这可

能会影响调解员或仲裁员的判断ꎬ 并违反正当程序ꎮ 此外ꎬ 如果调解员或仲

裁员向其他人披露信息又会违反被披露方的利益ꎮ 这无疑会导致对调解员或

仲裁员乃至中非调解委员会的信任危机ꎮ
然而ꎬ 上述反对理由并不能成立ꎮ 首先ꎬ 当事人对调解员双重角色的担

忧是不必要的ꎮ 调解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ꎮ 当事人在将

调解与仲裁予以结合的问题上具有自主决定权ꎬ 这也是一切程序的先决条件ꎮ
在进入仲裁程序前ꎬ 当事人应当充分考虑调解过程中告知调解员的信息是否

可以向对方披露ꎮ 如果信息不能披露给对方当事人ꎬ 他们也应当充分权衡ꎬ
是否相信调解员在仲裁过程中不会将其泄露给对方ꎮ 如果对此有任何顾忌ꎬ
当事人完全可以提出由其他人担任仲裁员ꎮ 当然ꎬ 当事人也需考虑到ꎬ 由他

人担当仲裁员可能会消耗更多的时间ꎮ 因为仲裁员需要重新了解案情ꎬ 纠纷

解决程序会被延长ꎮ 但无论是哪种选择ꎬ 当事人都有完全的自主决定权ꎮ 即

便最初没有提出由其他人担任仲裁员的申请ꎬ 如果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因任

何原因担心程序的公正问题ꎬ 都可以提出中止程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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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即使上面提到的担忧事实确实存在ꎬ 我们也不应该把它归咎于调

解与仲裁程序相结合的方式本身ꎮ 在调解中ꎬ 调解员的职责是找到双方当事

人的底线ꎬ 帮助他们相互理解并协助他们达成共识ꎬ 而不是直接进行决定ꎻ
在仲裁中ꎬ 仲裁员应审查当事各方所代表的事实和证据ꎬ 适用相关法律或原

则并做出仲裁裁决ꎮ 调解员或仲裁员应该清楚这两个过程中的任务和角色是

不同的ꎮ 当对已经调解失败的争议进行仲裁时ꎬ 他们不应该将之前向他们披

露的机密信息作为证据ꎬ 并在此基础上对争议进行裁决ꎮ 因为该信息没有经

过对方的质证ꎬ 也没有给对方提供辩护的条件ꎮ 如果有调解员 /仲裁员不遵守

此规范的发生ꎬ 也是调解员或仲裁员个人的职业操守问题ꎮ 如果每个调解员

或仲裁员都能坚持遵守法律道德和职业操守ꎬ 那么调解与仲裁的结合并不会

违反正当程序ꎮ

结　 语

中国和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有历史悠久的和谐文化ꎬ 认为人们应该保持友

好关系ꎬ 社会关系应该稳定而和谐ꎮ 因此ꎬ 中非双方都有邀请第三方来调解

日常冲突和纠纷的传统ꎬ 也更理解调解的艺术ꎮ 在众多中国人和非洲人看来ꎬ
尽管诉讼可能会带来法律上的 “正确”ꎬ 但同时也会打破了曾经的友好关系ꎮ
至今ꎬ 调解仍然是中国人和非洲人在日常生活中现代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之

一ꎮ 此外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各个领域建立了长期友好关系ꎮ 他们在政治上

互相帮助ꎬ 经济上共同发展ꎬ 文化和教育方面相互学习ꎮ 中国和非洲国家人

民是亲密的兄弟和伙伴ꎬ 从民间到官方层面都有坚实的友谊基础ꎮ 这使得双

方都希望永远保持友好关系ꎬ 并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而努力ꎮ
调解作为一项友好的争议解决方式ꎬ 可作为仲裁、 诉讼等争议解决方式

的前置程序ꎬ 或采用 “诉讼 －调解” 或 “仲裁 － 调解” 相结合的方式ꎮ 除了

鼓励中非当事人之间事先约定优先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ꎬ 通过选择双方

的调解结构或区域性组织调解解决纠纷ꎬ 中非双方政府还可以考虑成立中非

调解委员会ꎬ 从而可以更专业地根据双方文化、 传统和现状ꎬ 为中非之间的

民商事纠纷量身定制调解方案ꎮ
正如一句非洲谚语所说ꎬ “冲突是强大的ꎬ 但对话更强大”ꎮ 中非过去类

似的历史经历和目前共同的发展任务ꎬ 是深化中非友谊、 促进双方合作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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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相互支持的基础ꎮ 毫无疑问ꎬ 这种长期累积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是双方在

争议纠纷解决时ꎬ 能够通过调解实现双赢、 维系合作的坚实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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