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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在中國大陸的民事紛爭

可以運用仲裁解決

個月」內，向「仲裁委員會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
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大陸《仲裁法》第 58 條、
第 59 條）。

（二）和諧：

進行「訴訟」時，按法院的分案制度，決定
承辦的法官；但在仲裁，如果「仲裁庭」由「三
人」組成時，則雙方當事人可以各自選定仲裁員，
而「第三名仲裁員」由雙方當事人共同選定或共
同委託「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而「第三名仲
裁員」，則是「首席仲裁員」（大陸《仲裁法》
第 31 條）。

（三）專業：

法院法官皆為法律專業背景，偶有少數法官
具備「法律」以外之第二專業，但是仲裁員並不
限於法律專業背景始可擔任，依照大陸《仲裁法》
第 13 條規定，其他各業專門知識或經驗，信望
素孚的公正人士，也可擔任仲裁員。因此，對於
需要高度專業知識之案件，當事人即可選擇具備
所需專業知識者擔任仲裁員，此有助於事實的認
定，對於高專業性的問題，作出較符合專業的判
斷，且因為仲裁員對於專業領域甚為熟悉，也可
提升審理效率。雖然，法院民事訴訟也可委請專
業人士進行「鑑定」，然而鑑定人選有時良莠不
齊，難以控制，且鑑定結果仍須由職業法官解讀，
如承審法官無相關專業背景，仍須耗費大量時間
處理專業難題，且通常難以正確解讀鑑定結果或
發現鑑定過程的缺失。

大陸臺商可運用「仲裁」解決民事

爭議

臺商在中國大陸發生民事爭議，如果不喜歡
上「人民法院」打官司，可以考慮運用「仲裁」
的方式解決爭議。依大陸《仲裁法》的規定，合
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大陸《仲
裁法》第 2 條）；但婚姻、收養、監護、扶養、
繼承糾紛的私權爭議，則不能仲裁（大陸《仲裁
法》第 3 條第 1 項）。

對於運用仲裁方式解決糾紛，應本於雙方當
事人自願原則，所以依法必須由雙方當事人先達
成「仲裁協議」；如果沒有「仲裁協議」，一方
當事人向「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的，仲裁委員
會不予受理（大陸《仲裁法》第 4 條）。對於「仲
裁」與「訴訟」相較有何優點？如何作成「仲裁
協議」？以及仲裁庭的管轄如何？大陸臺商均有
了解的必要，本文予以剖析如下。

「仲裁」與「訴訟」相較有何優點？

首先談到仲裁與訴訟相較的優點，主要有四：

（一）迅速：

中國大陸民事訴訟是採取「四級二審制」，
案件起訴經判決後，如有不服，可以提出「上
訴」。

「仲裁」則不同於「訴訟」，仲裁採用「一
裁終結」，並無上訴的規定；但如有撤銷仲裁裁
決事由時，可以於收到「仲裁裁決書」之日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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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秘密：

「仲裁裁決」不若「法院審判」必須公開，
大陸《仲裁法》第 40 條規定仲裁庭審理時也不
以公開審理為原則，可確保當事人雙方的隱私，
但如當事人協議公開的，可以公開進行。對於不
願意姓名出現於判決書上或公告於網路上的當事
人，仲裁制度的隱密性，確實優於法院公開審理
的訴訟程序。

「仲裁」必須由爭議雙方成立「仲裁

協議」

臺商了解仲裁的優點後，於運用仲裁時，須
先了解大陸《仲裁法》對於「仲裁協議」的規範。
按「仲裁協議」是運用「仲裁」方式解決爭議的
必要前提。所謂「仲裁協議」，乃指當事人各方
同意將他們之間的「契約性」或「非契約性」的
特定法律關係中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一切或某
些爭議提交仲裁的協議 1。大陸《仲裁法》第 16

條第 2 款規定：仲裁協議應當具有下列內容：1. 請
求仲裁的意思表示；2. 仲裁事項；3. 選定的仲裁
委員會。

臺商訂立仲裁協議時，務必包含上述內容，
如果對「仲裁事項」或者「仲裁委員會」沒有約
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依大陸《仲裁法》第 18

條規定，當事人可以「補充協議」，如達不成「補
充協議」的，則該仲裁協議「無效」。

除此之外，筆者提醒臺商訂立仲裁協議時，
還應注意：運用仲裁的意思表示要明確；約定的
仲裁事項必須具有「可仲裁性」；仲裁約定內容
不得違背大陸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或法律的強行
規定；應盡力爭取在自己所熟悉的仲裁機構仲裁；
可選定有「臺籍仲裁員」的仲裁機構仲裁；其他
如：「相關費用」、「仲裁程序所使用的語言」、
「仲裁適用的程序」、「仲裁庭的組成」、「是
否有仲裁的前置程序」、「相關期限」、「通知
方式」、「送達地址」、「聯繫方式」……等，
都可以由當事人間於訂立「仲裁協議」時一併約
定，或嗣後「補充協議」。

被申請人會如何回應申請人的仲裁申

請？

案件一旦進入仲裁，在仲裁程序，提出的一
方為「申請人」；另一方則為「被申請人」；被
申請人的回應主要可能有三方面：

（一）提出仲裁答辯：

被申請人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會針對申請人
的「請求事項」2 和「事實理由」進行回應的答辯；
答辯時要寫明不同意申請人請求事項的部分，同
時也要提出有利的「證據」及「理由」。

（二）對仲裁庭的管轄提出異議：

在大陸仲裁機構之仲裁庭，當事人對於他方
所提出仲裁的申請提出異議，此即「仲裁管轄權
異議」。具體而言，乃指當事人根據「仲裁協議」
將發生的爭議，提交仲裁機構後，另一方當事人
認為「仲裁庭」對「爭議事項」無權裁決並提出
異議。中國大陸《仲裁法》對此一問題，於該法
第 20 條規定：「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有異
議的，可以請求仲裁委員會作出決定或者請求人
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請求仲裁委員會作出決
定，另一方請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
院裁定。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有異議，應當
在仲裁庭開庭前提出。」。

由上述規定可知「仲裁管轄權異議」的範圍
包括：

1、對仲裁協議及其效力的異議：

此即當事人對仲裁協議是否存在，以及仲裁
協議有無效力提出的異議。由於「仲裁協議」是
仲裁庭取得「管轄權」的基礎，當事人間是否存
在「有效的仲裁協議」，是判斷仲裁庭是否有管
轄權的重要因素 3，所以對仲裁協議及其效力的
異議，也是屬於「仲裁管轄權異議」。

2、對仲裁庭受理範圍的異議：

此類異議可分為：1. 仲裁庭的「仲裁事項」
超出了仲裁協議的約定事項；2. 仲裁庭受理了法
律規定不可仲裁的事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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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臺商還應注意提出仲裁管轄權異議時，
該向哪個單位提出？依前述大陸《仲裁法》第
20 條第 1 款規定，可以向「法院」提出，也可
以向「仲裁委員會」提出。但如果一方向仲裁委
員會提出，另一方向法院提出時，則應歸由「人
民法院」裁定仲裁管轄權的異議。

實務上存在另一問題是，能否向「仲裁庭」
提出仲裁管轄權異議？由於目前有「仲裁庭自裁
管轄理論」，即由仲裁庭決定仲裁管轄權，此乃
源於「當事人自治原則」5，但大陸《仲裁法》
目前並未確立「仲裁自裁管轄原則」，致仲裁庭
尚未被賦予決定仲裁管轄權的權力；不過大陸已
有些仲裁機構於「仲裁規則」中授權仲裁庭行使
決定權。

（三）提出「反請求」：

「反請求」乃指被申請人對申請人所提出的
請求。如果被申請人要提出「反請求」時，應注
意以下兩點：

1、必須於規定的「期限」內提出；

2、大陸《仲裁法》第 27 條後段規定：「…被申
請人…有權提出反請求」，但反請求內容必
須與申請人的請求相關聯，通常基於同一份
「合同」，或具有其他「關聯性」6。

結語

臺商在中國大陸的民事紛爭，可以運用「仲
裁」解決爭議；運用仲裁除應注意前述事項之
外，也應注意「仲裁員」的選定、仲裁庭的組成，
對於仲裁程序的進行可以委任「律師」做為代理
人，此時委任的律師非常重要，因為如能找到收
費合理，辦案認真，與當事人間的聯繫密切且專
業的律師，則當事人比較能於程序中充分掌握狀
況，且較能與代理人相互溝通，而使仲裁有一較
為理想的仲裁裁決結果。更何況，仲裁程序中，
申請人及被申請人必須提出有利的證據、證據開
示及「質證」，這些涉及法律專業，往往需要有
專業律師的協助，足見在仲裁程序委任「律師」
是相當重要，而不可輕忽。是以「仲裁」雖不同
於法院「訴訟」，但需要「律師」的協助，則無
不同。

註 1、李廣輝、王瀚著：仲裁法，頁 154，2011年 8月北京第 1版第 1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出版。

註 2、申請人要求仲裁庭作出裁決的請求，如：請求被申請人為或不為特定行為、確認某一法律關係的存在或
消失、變更或撤銷某一法律事實…等。

註 3、申請人要求仲裁庭作出裁決的請求，如：請求被申請人為或不為特定行為、確認某一法律關係的存在或
消失、變更或撤銷某一法律事實…等。

註 4、仲裁事項要具有「可仲裁性」，大陸《仲裁法》第 3條規定：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依
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不能仲裁。這些事項即不具有可仲裁性。

註 5、「仲裁庭自裁管轄權原則」是指仲裁庭有權裁判自己的管轄權，並且不受法院相關訴訟程序的影響，開
始或繼續審理案件直至作出裁決。目前大陸《仲裁法》第20條規定尚未採納「仲裁庭自裁管轄權原則」。
參見李廣輝、王瀚著：仲裁法，頁 89～ 99。

註 6、張春良等著：中國涉外商事仲裁法律實務，頁 164~164，2019年 6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廈門大學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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