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经济纠纷解决途径

【注意】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适用范围 具体内容

平等主体（民告民） 仲裁、民事诉讼

不平等主体（民告官）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举例】平等主体：

老张在 4S 店购买了一辆奔驰汽车，购买后发现有严重质量问题。凭借购车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向仲裁庭申请仲

裁。

【举例】不平等主体：

老李对 A 市税务局核对的应纳税额有异议，向法院申请行政诉讼。

考点 1：仲裁（★★★）

一、仲裁的基本原则

1、自愿原则

（1）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必须首先由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

仲裁组织不予受理。（事先必须有仲裁协议）

（2）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仲裁机构和仲裁员。

（3）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后，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仲裁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

裁请求。

（4）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予调解。

2、公平合理原则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合理解决纠纷原则

3、独立仲裁原则

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4、一裁终局原则

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不能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依

法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原仲裁协议失效），当事人可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

民法院起诉。（有效的仲裁可以排除法院的管辖权）

【例-判断题】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就同一纠纷，不能再重新达成仲裁协议

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

答案：×

解析：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例-多选题】根据仲裁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仲裁基本原则的有（ ）。

A.自愿原则

B.一裁终局原则

C.公开仲裁原则



D.仲裁组织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原则

答案：ABD
解析：选项 C：仲裁一般不公开进行。

二、《仲裁法》的适用范围

1、属于《仲裁法》调整的争议：

仲裁事项必须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性法律关系的争议。

2、不能通过经济仲裁程序解决

（1）劳动争议的仲裁。

【解释】劳动争议可申请劳动仲裁，但劳动仲裁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2）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

【解释】农业承包合同纠纷适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

（3）关于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人身属性）

（4）行政争议。（不平等主体之间）

【口决】农业劳动，人参行。

【例-多选题】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下列各项中，不属于仲裁机构受理案件范围的有（ ）。

A.陈某与所属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B.李某与王某之间的承揽合同纠纷

C.甲公司与某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

D.蔡某与其所在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纠纷

答案：ACD
解析：

（1）选项 AD：适用专门的仲裁程序，不适用《仲裁法》；

（2）选项 C：行政争议不能仲裁。

【例-单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仲裁法》适用范围的是（ ）。

A.自然人之间因继承财产发生的纠纷

B.农户之间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的纠纷

C.纳税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因纳税发生的争议

D.公司之间因买卖合同发生的纠纷

答案：D
解析：（1）选项 AC：不能仲裁；

（2）选项 B：不适用《仲裁法》。

三、仲裁机构

1.仲裁机构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2.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

3.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

四、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口头达成仲裁的意思表示无效。



1、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

（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2）仲裁事项；

（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2、仲裁协议的效力：

（1）有效的仲裁协议，可以排除法院的管辖权。

（2）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人民法

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3）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受理后：

①另一方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

②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4）仲裁协议具有独立性，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3、导致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

（1）约定的仲裁事项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

（2）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

（3）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的仲裁协议；

（4）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

仲裁协议无效。

【例-判断题】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属于可撤销的仲裁协议。（ ）

答案：×

解析：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包括：

（1）仲裁事项超过仲裁范围的；

（2）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订立的；

（3）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

（4）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达不成补充协议的。

因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属于无效的仲裁协议。

【例-单选题】下列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表述中，不符合仲裁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

A.因买卖合同解除导致其中的仲裁协议无效



B.一方当事人受胁迫而订立的仲裁协议无效

C.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无效

D.约定仲裁事项为继承纠纷的仲裁协议无效

答案：A
解析：仲裁协议具有独立性，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