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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委员会 2014 年第四十七届会议收到了就拟订一部关于通过国际商事调解达成

的和解协议可执行性公约开展工作提出的建议（A/CN.9/822）。1委员会请工作组考虑

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的可行性和可能的形式。2在 2015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

注意到工作组对这一专题的审议情况，一致认为工作组应当在其第六十三届会议上

着手进行工作，以确定相关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3委员会还一致认为，工作

组在这一主题上的任务授权应当是广泛的，以考虑到各种不同做法和关切。4在 2016

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会确认，工作组应当继续进行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5在

2017 年第五十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第六十六届会议达成的折中建议，其

中作为一揽子方案处理了五个关键问题（以下称“折中建议”，见 A/CN.9/901，第 52

段），并表示支持工作组继续在这一折中建议的基础上开展工作。6 

2. 在第六十三届至第六十八届会议上，工作组开展了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

协议的执行的文书拟订工作，其中包括一项公约草案和《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

解示范法》（《示范法》）的修正草案。7为便于参考，下文称这些文书为“公约草案”

和“《示范法》修正草案”，合称“文书草案”。 

3. 根据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的请求，本说明载有根据工作组审议情况和决定

（A/CN.9/934，第 13 段）拟订的《示范法》修正草案及说明。公约草案案文及说明

载于 A/CN.9/942 号文件。 

 

 二. 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草案 

 

 A. 《示范法》修正草案案文 

 

4. 《示范法》修正草案案文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69/17），第 123-125 段。 

 2 同上，第 129 段。 

 3 同上，《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0/17），第 135-141 段；另见 A/CN.9/832，第 13-59 段。 

 4 同上，《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0/17），第 142 段。 

 5 同上，《第七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1/17），第 162-165 段。 

 6 同上，《第七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2/17），第 236-239 段。 

 7 工作组第六十三届至第六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分别载于 A/CN.9/861、A/CN.9/867、A/CN.9/896、

A/CN.9/901、A/CN.9/929、A/CN.9/934 号文件。 

http://undocs.org/ch/A/CN.9/822
http://undocs.org/ch/A/CN.9/901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42
http://undocs.org/ch/A/69/17）
http://undocs.org/ch/A/70/17）
http://undocs.org/ch/A/CN.9/832
http://undocs.org/ch/A/70/17）
http://undocs.org/ch/A/71/17）
http://undocs.org/ch/A/72/17）
http://undocs.org/ch/A/CN.9/861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901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A/CN.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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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2018 年（修

正 2002 年《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 

 

“第 1节 — 总则 

 

  “第 1条 本法适用范围和定义 

 

“1. 本法适用于国际商事 1 调解 2 和国际和解协议。 

“2. 在本法中，‘调解员’指独任调解员或者两名或者多名调解员，视情形而定。 

“3. 在本法中，‘调解’指当事人请求一名或者多名第三人（‘调解员’）协助其设

法友好解决合同关系或者其他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或者与之相关的争议的过程，而不

论此种过程以调解或者类似含义的措词称谓。调解员无权将解决争议的办法强加于

当事人。 

 

  “第 2条 解释 

 

“1. 在解释本法时，应考虑到本法的国际渊源，并应考虑到促进统一适用本法和遵

守诚信的必要性。 

“2. 与本法所管辖事项有关的问题，在本法中未明确解决的，应按照本法所依据的

一般原则加以解决。 

 

“第 2节 — 调解 

 

  “第 3条 本节适用范围和定义 

 

“1. 本法适用于国际 3 商事调解。 

“2. 调解有下列情形的为具有‘国际性’： 

 (a) 达成进行调解的约定时，各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不同国家；或者 

 (b) 当事人设有营业地的国家不是： 

__________________ 

 1 对“商事”一词应作广义解释，以涵盖由于一切商业性质关系而发生的事项，无论这种关系是否

属于合同关系。商业性质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供应或者交换货物或者服务的任何贸易交

易；销售协议；商业代表或者代理；保理；租赁；工程建造；咨询；工程技术；发放许可；投资；

融资；银行业务；保险；开发协议或者特许权；合营企业和其他形式的工业或者商业合作；航空、

海路、铁路或公路客货运输。 

 2 贸易法委员会在其先前通过的法规和相关文件中使用的术语是“调解”（“conciliation”），但有

一项理解，即术语“conciliation”和“mediation”可以互换。在拟订本《示范法》过程中，委员

会决定改用术语“mediation”（“调解”），是为了因应这些术语的实际用法和惯常用法，并期

望这一改变将有助于增进和提高《示范法》知名度。术语的这一改变没有任何实质性或概念性影

响。 

 3 各国如希望颁布本节，将其适用于国内调解和国际调解，似宜考虑对案文作以下修改： 

   - 删除第 1 条和第 3 条第 1 款中的“国际”一词；及 

   - 删除第 3 条的第 2 款、第 3 款和第 4 款，并相应修改提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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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 商业关系中大部分义务履行地所在国；或者 

 ㈡ 与争议事项关系最密切的国家。 

“3. 在第(2)款中： 

 (a) 一方当事人有不止一个营业地的，与调解约定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营业

地； 

 (b) 一方当事人无营业地的，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 

“4. 当事人约定调解是国际调解或者约定适用本节的，本节还适用于商事调解。 

“5. 当事人可自行约定排除适用本法。 

“6. 在不违反本条第 7 款规定的前提下，本节均予适用，而不论进行调解以何为依

据，包括以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者之后达成的约定为依据，以法律规定的义务

为依据，或者以法院、仲裁庭或者政府主管实体的指示或者建议为依据。 

“7. 本节不适用于： 

 (a) 法官或者仲裁员在司法程序或者仲裁程序过程中试图促成和解的情形；及 

 (b) [……]。 

 

  “第 4条 经由协议变更 

 

“除第 7 条第 3 款的规定外，当事人可约定排除或者变更本节的任何规定。 

 

  “第 5条 启动调解程序 4 

 

“1. 对于所发生的争议，调解程序自该争议各方当事人同意参与调解程序之日开

始。 

“2. 一方当事人邀请另一方当事人参与调解，自邀请函发出之日起三十天内或者在

该邀请函规定的其他期限内未收到对该邀请函的接受函的，可以决定将此作为拒绝

调解邀请处理。 

 

  “第 6条 调解员的人数和指定 

 

“1. 调解员应为一人，除非当事人约定应有两名或者多名调解员。 

“2. 当事人应尽力就一名调解员或者多名调解员达成约定，除非已约定不同指定程序。 

“3. 当事人可以在指定调解员方面寻求机构或个人的协助。特别是： 

 (a) 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上述机构或个人推荐适合担任调解员的人选；或者 

__________________ 

 4 下述案文是对拟采纳时效期限中止条款的国家提出的： 

第 X 条 时效期限的中止 

    1. 构成调解事项的请求的时效期限自调解程序启动之时起暂停计算。 

   2. 调解程序未达成和解协议而终止的，时效期限自调解未达成和解协议而终止之时起恢复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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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当事人可以约定由上述机构或者个人直接指定一名或者多名调解员。 

“4. 在推荐或者指定个人担任调解员时，上述机构或者个人应考虑到可确保指定一

名独立和公正调解员的各种因素，情况适当的，还应考虑是否适宜指定一名不属于

各方当事人国籍的调解员。 

“5. 可能被指定为调解员的人，应在与此指定有关的洽谈中披露可能对其公正性和

独立性产生正当怀疑的任何情形。调解员应自其被指定之时起，并在整个调解程序

期间，毫无延迟地向各方当事人披露任何此种情形，除非此种情形已由其告知各方

当事人。 

 

  “第 7条 调解的进行 

 

“1. 当事人可以通过提及一套规则或者以其他方式，自行约定进行调解的方式。 

“2. 未约定调解进行方式的，调解员可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在考虑到具体案情、

各方当事人可能表达的任何意愿以及迅速解决争议的必要性的情况下进行调解程

序。 

“3. 在任何情况下，调解员进行程序都应力求公平对待各方当事人，并应为此考虑

到具体案情。 

“4. 调解员可以在调解程序任何阶段提出解决争议的建议。 

 

“第 8条 调解员与当事人之间的联系 

 

 “调解员可以同时与各方当事人会面或者联系，也可以与其中一方单独会面或

者联系。 

 

“第 9条 披露信息 

 

 “调解员收到一方当事人关于争议的信息时，可以向调解的其他任何当事人披

露该信息的实质内容。但是，一方当事人向调解员提供任何信息附有必须保密的特

定条件的，该信息不得向调解的其他任何当事人披露。 

 

“第 10条 保密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与调解程序有关的一切信息均应保密，但按照法律要

求或者为了履行或者执行和解协议而披露信息除外。 

 

“第 11条 其他程序中证据可采性 

 

“1. 调解程序的一方当事人、调解员或者任何第三人，包括参与调解程序管理的人

在内，不得在仲裁程序、司法程序或者类似程序中依赖于下列任何一项、将其作为

证据提出或者就其提供证言或者证据： 

 (a) 一方当事人关于参与调解程序的邀请，或者一方当事人曾经愿意参与调解

程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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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一方当事人在调解中对可能解决争议的办法所表示的意见或者提出的建

议； 

 (c) 一方当事人在调解程序过程中作出的陈述或者供述； 

 (d) 调解员提出的建议； 

 (e) 一方当事人曾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员提出的和解建议的事实； 

 (f) 完全为调解程序而准备的文件。 

“2. 不论本条第 1 款所述及信息或者证据的形式如何，本条第 1 款均适用。 

“3. 仲裁庭、法院或者其他政府主管机关不得下令披露本条第 1 款所述及的信息，

违反本条第 1 款提供这类信息作为证据的，该证据应作为不可采信处理。尽管如此，

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或者为了履行或者执行和解协议，可以披露或者作为证据采信

这类信息。 

“4. 不论仲裁程序、司法程序或者类似程序是否与调解程序目前或者曾经涉及的争

议有关，本条第 1 款、第 2 款或者第 3 款的规定均适用。 

“5. 仲裁程序、司法程序或者类似程序中可予采信的证据，不违反本条第 1 款所规

定限制的，不因其曾在调解中使用转而不予采信。 

 

“第 12条 调解程序的终止 

 

 “调解程序在下列情形下终止： 

 (a) 当事人订立了和解协议的，于协议订立日终止； 

 (b) 调解员与当事人协商后声明继续进行调解已无必要的，于声明日终止； 

 (c) 当事人向调解员声明终止调解程序的，于声明日终止；或者 

 (d) 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或者几方当事人以及已指定的调解员声明终止调解

程序的，于声明日终止。 

 

“第 13条 调解员担任仲裁员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调解员不应担任与调解程序曾经或者目前涉及的

争议有关的仲裁员，或者担任与同一合同关系或者法律关系或者任何相关合同关系

或者法律关系所引起的另一争议有关的仲裁员。 

 

“第 14条 诉诸仲裁程序或者司法程序 

 

 “当事人同意调解并明确承诺不在具体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具体规定的事件发

生前对现有或者未来争议提起仲裁程序或者司法程序的，仲裁庭或者法院应承认这

种承诺的效力，直至所作承诺的条件实现为止，但一方当事人认为维护其权利需要

提起程序的除外。提起这种程序，其本身不应视为对调解约定的放弃或者调解程序

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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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条 和解协议的约束力和可执行性 

 

 “当事人订立争议和解协议的，该和解协议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 

 

“第 3节 — 国际和解协议 5 

 

“第 16条 本节适用范围和定义 

 

“1. 本节适用于调解所产生的、当事人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国际协

议（‘和解协议’）。 

“2. 本节不适用于以下和解协议： 

 (a) 为解决其中一方当事人（消费者）为个人、家庭或者家居目的进行交易所

产生的争议而订立的协议； 

 (b) 与家庭法、继承法或者就业法有关的协议。 

“3. 本节不适用于： 

 (a) 以下和解协议： 

 ㈠ 经由法院批准或者系在法院相关程序过程中订立的协议；和 

 ㈡ 可在该法院所在国作为判决执行的协议； 

 (b) 已记录在案并可作为仲裁裁决执行的协议。 

“4. 和解协议有下列情形的为具有‘国际性’：在订立该协议时，6 

 (a) 和解协议至少有两方当事人在不同国家设有营业地；或者 

 (b) 和解协议各方当事人设有营业地的国家不是： 

 ㈠ 和解协议所规定的大部分义务履行地所在国；或者 

 ㈡ 与和解协议所涉事项关系最密切的国家。 

“5. 在第 4 款中： 

 (a) 一方当事人有不止一个营业地的，相关营业地是与和解协议所解决的争议

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同时考虑到订立和解协议时已为各方当事人知道或者预期的

情形； 

 (b) 一方当事人无营业地的，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 

“6. 和解协议的内容以任何形式记录下来即为‘书面形式’。电子通信所含信息可

调取以备日后查用的，该电子通信即满足了和解协议的书面形式要求；‘电子通信’

指当事人以数据电文方式发出的任何通信；‘数据电文’指经由电子手段、磁化手
__________________ 

 5 一国可考虑颁布本节，使之适用于争议和解协议，而不论协议是否产生于调解。然后须对有关条

款作出调整。此外，一国可考虑颁布本节，使之仅在和解协议各方当事人同意适用本节的情况下

适用本节。 

 6 一国可考虑为扩大“国际”和解协议定义的范围而在第 4 款增列一分项如下：“产生于第 3 条第

2 款、第 3 款和第 4 款所界定的国际调解的和解协议为‘国际’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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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光学手段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存储的信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

限于电子数据互换、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者传真。 

“7. ‘寻求救济’指和解协议一方当事人根据第 17 条第 1 款请求执行和解协议或

者根据第 17 条第 2 款援用和解协议。同样，‘准予救济’指主管机关根据第 17 条

第 1 款执行和解协议或者允许一方当事人根据第 17 条第 2 款援用和解协议。 

 

“第 17条 一般原则 

 

“1. 应按照本国的程序规则并根据本节规定的条件执行和解协议。 

“2. 如果就一方当事人声称已由和解协议解决的事项发生争议，该当事人可按照本

国的程序规则并根据本节规定的条件援用和解协议，以证明该事项已得到解决。 

 

“第 18条 对依赖于和解协议的要求 

 

“1. 当事人根据本节依赖于和解协议，应向本国主管机关出具： 

 (a) 由各方当事人签署的和解协议； 

 (b) 显示和解协议产生于调解的证据，例如： 

 ㈠ 调解员在和解协议上的签名； 

 ㈡ 调解员签署的表明进行了调解的文件； 

 ㈢ 对调解进行管理的机构的证明；或者 

 ㈣ 在没有第㈠目、第㈡目或者第㈢目的情况下，可为主管机关接受的其他任

何证据。 

“2. 符合下列条件的，即为在电子通信方面满足了和解协议应由当事人签署或者在

适用情况下应由调解员签署的要求： 

 (a) 使用了一种方法来识别当事人或者调解员的身份并表明当事人或者调解

员关于电子通信所含信息的意图；并且 

 (b) 所使用的这种方法： 

 ㈠ 从各种情况来看，包括根据任何相关的约定，对于生成或者传递电子通信

所要达到的目的既是适当的，也是可靠的；或者 

 ㈡ 其本身或者结合进一步证据，事实上被证明具备前述(a)项中所说明的功

能。 

“3. 和解协议不是以本国正式语文拟订的，主管机关可请求提供此种语文的和解协

议译本。 

“4. 主管机关可要求提供任何必要文件，以核实本节的要求已得到遵守。 

“5. 主管机关审议救济请求应从速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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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条 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 

 

“1. 本国主管机关可根据寻求救济所针对当事人的请求拒绝准予救济，唯需该当事

人向主管机关提供以下证明： 

 (a) 和解协议一方当事人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状况； 

 (b) 所寻求依赖的和解协议： 

 ㈠ 根据当事人有效约定的和解协议管辖法律，或者在没有就此指明任何法律

的情况下，根据主管机关认为应予适用的法律，无效、失效或者无法履行； 

 ㈡ 根据和解协议条款，不具约束力或者不是终局的；或者 

 ㈢ 随后被修改； 

 (c) 和解协议中的义务： 

 ㈠ 已经履行；或者 

 ㈡ 不清楚或者无法理解； 

 (d) 准予救济有悖和解协议条款； 

 (e) 调解员严重违反适用于调解员或者调解的准则，若非此种违反，该当事人

本不会订立和解协议；或者 

 (f) 调解员未向各方当事人披露可能对调解员公正性或者独立性产生正当怀

疑的情形，并且此种未予披露对一方当事人有实质性影响或者不当影响，若非此种

未予披露，该当事人本不会订立和解协议。 

“2. 本国主管机关如果作出以下认定，也可拒绝准予救济： 

 (a) 准予救济将违反本国的公共政策；或者 

 (b) 根据本国法律，争议事项无法以调解方式解决。 

 

“第 20条 并行申请或者请求 

 

 “如果已经向法院、仲裁庭或者其他任何主管机关提出了与一项和解协议有关

的申请或者请求，而该申请或者请求可能影响到根据第 18 正在寻求的救济，本国

主管机关可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暂停作出决定，并可应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下令另

一方当事人适当具保。” 

 

 B. 说明 

 

 1. 定义和术语 

 

5. 委员会似宜注意工作组暂时核可了《示范法》修正草案的标题（A/CN.9/934，

第 144 段；另见 A/CN.9/929，第 106 段）以及分三节编排的结构（A/CN.9/934，第

119 段；另见，A/CN.9/929，第 105 段和附件）。工作组还核准文书草案全文将术语

“conciliation”（“调解”）改为“mediation”（“调解”），以及《示范法》修正草案脚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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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所载对这一调整的理由作出说明的解释性案文（A/CN.9/934，第 16 段；关于

工作组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A/CN.9/929，第 102-104段；A/CN.9/867，

第 120 段；另见下文第 19 段）。 

6. 委员会似宜注意，在《示范法》修正草案审议过程中，工作组普遍认为，指导

原则是在尽量保持《示范法》现有案文的情况下确保在一定程度上与正在拟订的公

约草案保持一致（A/CN.9/934，第 119 段）。 

 

 2. 第 1节（总则)的评述 

 

7. 《示范法》修正草案第 1 节适用于第 2 和第 2 节。这反映在第 1 条第 1 款中，

该款规定，本法适用于国际商事调解和国际和解协议。委员会似宜注意，按照工作

组的决定，《示范法》第 1 条第 4 至 9“款已移至《示范法》修正草案第 2 节（见下

文，第 9、10 段）。 

8. 第 1 条第 2 和第 3 款以及第 2 条的实质内容没有对《示范法》作修改。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第 1 条第(1)款的情况，见 A/CN.9/934，第 120

段；关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 A/CN.9929，第 106 段；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第 1 条第(3)款的情况，见 A/CN.9/934，第 30-

32 段；关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 A/CN.9/929，第 43 段；

A/CN.9/896，第 39-47 段；A/CN.9/867，第 121 段；A/CN.9/861，第 21 段。 

 

 3. 第 2节（调解）的评述 

 

9. 第 2 节涉及调解过程，并包括《示范法》下列条款：第 1 条第 1、第 4 至 9 款，

以及第 3 至 14 条。 

10. 工作组似宜注意以下调整： 

 - 《示范法》脚注 1 为希望颁布《示范法》使之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调解的国

家提供指导，现已移至《示范法》修正草案第 2 节（第 3 条第(1)款））；这

一调整是鉴于调解国际性定义与和解协议国际性定义脱钩； 

 - 第 4 条是关于经由协议的变更，其中提及《示范法》修正草案第 7 条第 3

款（《示范法》中编为第 6 条第(3)款）；第 4 条中对第 2 条的提及已删除，

因为第 4 条现放在第 2 节中，仅适用于该节中的规定； 

 - 《示范法》修正草案第 15 条的标题（相对于《示范法》第 14 条）修改为：

“和解协议的约束力和可执行性”（A/CN.9/934，第 132 段）。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第 3 条第(1)款的情况，见 A/CN.9/934，

第 120 段；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将《示范法》第 1 条第 4 至第 9 款置于

《示范法》修正草案第 3 条第 2 至第 7 款的情况，见 A/CN.9/934，第 128-

130 段；关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 A/CN.9/929，第 106 段。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861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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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 3节（国际和解协议）的评述 

 

11. 第 16 至第 20 条涉及国际和解协议，与公约草案一致。第 3 节的标题按照工作

组商定的意见作了调整（A/CN.9/934，第 139 段㈢）。 

 

 ㈠ 第 16 条（本节的适用范围和定义）的评述 

 

12. 工作组核可了第 1 至第 6 款的实质内容。第 1 款引入通用术语“和解协议”。

第 2 至第 6 款与公约草案第 1 和第 2 条中的的相应条款一致。 

13. 委员会似宜审议第 7 款，该款的目的是明确“准予救济”和“寻求救济”概念。

由于这些表述可能内涵宽泛，特别是如果翻译成联合国的不同正式语文的话，建议

作如下澄清：这些表述指第 17 条所提及的可能采取的行动（A/CN.9/934，第 138

段）。 

 第 16 条第 1 至第 6 款下适用范围和定义的核准情况见以下文件： 

 -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第 1 款的情况，见 A/CN.9/934，第 120

段；关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 A/CN.9/929，第 14、30 段；

A/CN.9/901，第 52、56 段；A/CN.9/896，第 14-16、113-117、145、146 段；

A/CN.9/867，第 94 段； 

 -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第 2 款的情况，见 A/CN.9/934，第 23 段；

关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 A/CN.9/929，第 15、30 段；

A/CN.9/896，第 55-60 段；A/CN.9/867，第 106-108 段；A/CN.9/861，第

41-43 段； 

 -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第 3 款的情况，见 A/CN.9/934，第 24 段；

关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 A/CN.9/929，第 17-29、30 段；

A/CN.9/901，第 25-34、52、58-71 段；A/CN.9/896，第 48-54、169-176、

205-210 段；A/CN.9/867，第 118、125-131 段；A/CN.9/861，第 24-28 段； 

 -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第 4 和第 5 款的情况，见 A/CN.9/934，

第 28、121-127 段；关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 A/CN.9/929，

第 31-35、39、43 段；A/CN.9/896，第 17-24、158-163 段；A/CN.9/867，

第 93-98、101 段；A/CN.9/861，第 33-39 段； 

 -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第 6 款的情况，见 A/CN.9/934，第 29 段；

关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 A/CN.9/929，第 43 段；

A/CN.9/896，第 32-38、66 段；A/CN.9/867，第 133 段。 

 

 ㈡ 第 17 条（一般原则）的评述 

 

14. 第 17 条规定了和解协议的执行原则（第 1 款）以及当事人援用和解协议作为

针对某一请求的抗辩的权利（第 2 款）。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第 17 条的情况，见 A/CN.9/934，第 25 段；关

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 A/CN.9/929，第 44-48、73 段；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901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861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901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861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861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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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9/901，第 16-24、52、54、55 段；A/CN.9/896，第 76-81、152、153、155、

200-203 段；A/CN.9/867，第 146 段；A/CN.9/861，第 71-79 段。 

 

 ㈢ 第 18 条（对依赖于和解协议的要求）的评述 

 

15. 委员会似宜注意第 18 条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是确定和解协议产生

于调解所必需的手续，另一方面是文书保持调解过程灵活性的必要性（A/CN.9/867，

第 144 段）。 

16. 作为起草问题，委员会似应㈠审议第 1 款(b)项开头语末尾的词语“例如”可否

改为“其形式为”；㈡注意为简化以及第 3 款和第 4 款一致起见，删除了第 3 款“可

请求”后面的“提出救济请求的当事人出具”字样。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第 18 条的情况，见 A/CN.9/934，第 37-39 段；

关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 A/CN.9/929，第 49-67、73 段；

A/CN.9/896，第 62-75、82、177-190 段；A/CN.9/867，第 133-144 段；A/CN.9/861，

第 51-67 段。 

 

 ㈣ 第 19 条（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的评述 

 

17. 委员会似宜注意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进行了广泛协商，目的是澄清第 1 款中

规定的各种理由，特别是(b)㈠目与(b)㈡目、(b)㈢目、(c)项和(d)项之间的关系，前

者是仿照《纽约公约》的一项类似规定，并且被认为具有通类性质，后者被认为是

示例性的。会上注意到为重新排列这些理由作出的种种尝试均未成功。进一步指出，

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这种尝试是为避免重叠而作出的认真努力。然而，由于需

要顾及不同国内法律制度的关切产生了种种困难，结果导致这些尝试未能取得共

识。因此，工作组表达了这样的共识，即第 1 款中规定的各种理由可能互有重叠，

主管机关在解释各种理由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A/CN.9/934，第 60-65 段）。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第 19 条的情况，见 A/CN.9/934，第 59、66 段；

关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 A/CN.9/929，第 74-101 段；

A/CN.9/901，第 41-50、52、72-88 段；A/CN.9/896，第 84-117、191-194 段；

A/CN.9/867，第 147-167 段；A/CN.9/861，第 85-102 段。 

 

 ㈤ 第 20 条（并行申请或者请求）的评述 

 

18. 对于向法院、仲裁庭或者其他主管机关提出一项可能影响进程的与和解协议有

关的申请或者请求的情形，第 20 条为主管机关提供了暂停作出决定的裁量权

（A/CN.9/896，第 123 段）。该条依据《纽约公约》第六条，涉及一方寻求在仲裁地

撤销一项裁决，而另一方寻求异地执行该裁决的情形。工作组商定，第 20 条适用

于寻求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以及作为抗辩援用和解协议的情形（A/CN.9/934，第 69

段）。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第 20 条的情况，见 A/CN.9/934，第 70 段；关

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A/CN.9/896，第 122-125段；A/CN.9/867，

第 168、169 段；A/CN.9/861，103-107 段。 

http://undocs.org/ch/A/CN.9/901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861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861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901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861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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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 脚注 

 

19. 委员会似宜注意《示范法》修正草案增加了以下脚注： 

 - 脚注 2，涉及文书草案全文将术语“conciliation”（“调解”）改为“mediation”

（“调解”）的决定；脚注 2，反映了商定在修订贸易法委员会调解法规时

使用的解释性案文（见 A/CN.9/934，第 16 段；A/CN.9/929，第 102-104

段；A/CN.9/867，第 120 段）。委员会似宜注意，解释性案文第一句——

（“‘调解’（‘Mediation’）是当事人请求一名或者多名第三人协助其设法

友好解决合同关系或者其他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或者与之相关的争议的过

程所广泛使用的术语。”）——未放入脚注 2，以避免可能与《示范法》修

正草案第 1 条第(3)款所提供的调解定义混淆。 

 - 脚注 5，为各国提供以下选项：㈠扩大第 3 条的范围，使之适用于不通过

调解达成的协议（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脚注 5 的情况，见

A/CN.9/934，第 133-136 段；关于前几届会议审议这一事项的情况，见

A/CN.9/929，第 68-72 段；A/CN.9/896，第 40、41 段；A/CN.9/867，第 115

段）。㈡仅在和解协议各方当事人同意适用第 3 节的情况下适用该节（因

而与公约草案第 8 条第(1)款(b)项相仿；见 A/CN.9/934，第 137 段）。 

 - 脚注 6，为各国提供以下选择：第 16 条第(4)款增列一项，以便使第 3 节

适用于在订立协议时并非国际性、但产生于第 3 条第 2 至第 4 款所界定的

国际调解的和解协议（A/CN.9/934，第 127 段）。 

 

 ㈦ 其他事项 

 

 ㈠ 大会决议 

 

20. 委员会似宜注意，本着妥协精神并为顾及不同法域在调解方面的经验参差不

齐，工作组拟订了公约草案和《示范法》修正草案。工作组商定，对于同时拟订公

约和示范立法案文这种特殊情形，可能采取的一种办法可以是建议随附这些文书的

大会决议不对各国应通过的文书表示倾向性（A/CN.9/901，第 93 段）。 

21. 在这方面，工作组商定了供委员会审议并最终建议大会纳入其相关决议的以下

案文：（“回顾委员会决定并行拟订一部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的公约草

案和《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修正本，其目的是顾及不同法域在调解

方面的经验参差不齐并为各国提供关于跨境执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的一

致标准，同时不对有关国家可能通过其中一项文书确立任何预期。”） 

 关于工作组审议文书草案形式的情况，见 A/CN.9/901，第 52、89-93 段；

A/CN.9/896，第 135-143、211-213 段； 

 关于工作组第六十八届会议核准上文第 21 段中的案文草案的情况，见

A/CN.9/934，第 140-142 段。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29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867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34
http://undocs.org/ch/A/CN.9/901
http://undocs.org/ch/A/CN.9/901
http://undocs.org/ch/A/CN.9/896
http://undocs.org/ch/A/CN.9/934


A/CN.9/943  

 

V.18-01200 14/14 

 

 ㈡ 《示范法》修正草案随附材料 

 

22. 委员会似宜注意工作组的建议，即秘书处应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汇编《示范法》

修正草案的准备工作文件，以便于查找并方便用户。还建议责成秘书处编写《示范

法颁布指南》补充案文（A/CN.9/934，第 146-148 段）。鉴于此，委员会似宜审议，

《颁布指南》是否应当就如何作为自成一体的立法案文分别颁布《示范法》修正草

案第 2 节和第 3 节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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