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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步伐加

快，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各

类商事纠纷也将进入高发期。产

生商事纠纷，怎么办？面对日趋复

杂化的利益格局和日益多元化的

利益诉求，诉讼、仲裁等传统手段

已不能完全满足商事主体需求，立

足传统“东方经验”、融合西方实践

特色的调解制度，正在成为解决商

事纠纷的新趋势。

1月23日，为适应海南自贸港

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的需求，三亚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正

式揭牌成立，境内外商事纠纷在三

亚又多了一条效率高、成本低的解

决渠道。商事调解有哪些优势？

三亚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的成立将

为三亚乃至海南带来哪些影响？

本刊记者走进三亚国际商事调解

中心一一解惑。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排头

兵，三亚新增市场主体数量正呈现

“井喷式”增长：今年前两个月，新

增市场主体 5485 户，同比增长

112%；外商投资增长尤为亮眼，

2020年新设外资企业158家，同比

增长163%。

“这一方面展示了海南自贸港

建设和三亚经济发展巨大的潜力，

另一方面也对三亚调解商事纠纷，

尤其是国际商事纠纷的工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三亚国际商事调

解中心理事长秦建国认为，随着三

亚商事主体增加和经贸、投资等商

事交往日益密切，各类商事纠纷特

别是跨境商事纠纷必然随之剧增；

而动辄“法院见”会让各级司法机

关不堪重负。

商事调解机构可以减轻司法

机关的办案压力，及时化解矛盾，

让国家司法资源集中去解决那些

更复杂、更迫切的法律问题。事实

上，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

提出来之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越来越显现其不可或缺的地位。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

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发布，提

出要推动海南建设国际商事纠纷

解决中心，建立调解、仲裁、诉讼有

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

解决机制。

“从中央到省、市，都强调国际

商事调解机构和制度的建设。”秦建

国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明确要求，建立以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为基础，以地方性法规和商

事纠纷解决机制为重要组成的自由

贸易港法治体系；《中共海南省委关

于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的决定》也明确提出，要

健全多元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

制；《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三亚

行动计划（2020-2021）》要求，在

2021年12月31日前建立完善三亚

国际商事调解制度。

而对商事主体而言，“调解”亦

是当前所急和未来可期的纠纷解

决方式。

2020年 8月，中国贸促会（中

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针对浙江外

贸企业的调查显示，50.94％的受

访企业遭遇过货款支付的纠纷；

49.69％的企业经历过产品质量纠

纷；44.64％的企业在运输过程中

碰到纠纷；42.14％的企业遭遇过

交货延期、数量不足等矛盾。其

中，85％以上的企业希望能通过调

解，而非诉讼或仲裁来解决问题。

“相较于诉讼和仲裁，商事调

解的优势主要在于：让纠纷解决更

加人性化，化解冲突双方矛盾，减

少误会，防止损失扩大；解决程序

灵活、便捷、高效，解决成本相对较

低；更加强调合作共赢，事后双方

继续合作的可能性更大；纠纷解决

将更加多元化，能为冲突双方提供

更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等。在解

决商事纠纷问题上，调解是一种更

高效便捷的方式，在解决跨境纠纷

方面尤为如此。”秦建国以发生在

深圳的一件调解案件向记者解说，

俄罗斯某公司向深圳某公司采购

一批平衡车，双方签订了销售合

同，一次性支付货款，但后者由于

种种原因未发货，导致合作失败。

在接到调解申请后，深圳贸促会调

解中心从合同签订前沟通的缺陷、

合同签订时文本的疏漏、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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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三亚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商事调解，
矛盾多元化解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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