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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修改说明 
 

林志炜，北京仲裁委员会秘书长 

 

 
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自成立以来，始终关注仲

裁规则的不断完善，并致力于为当事人提供一套灵活、专业、高

效、便于理解和适用的仲裁规则，以便让当事人真正享受到商事

仲裁制度的优势。2012 年，北仲启动第八次规则修改进程，历

经两年时间的文本起草、讨论、征求意见程序，新版《北京仲裁

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新规则》）于 2014 年 7 月 9 日由

第六届北京仲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并确定于 2015 年

4 月 1日正式施行。 

回顾《新规则》修订过程，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值得关注与

分享：一是在修订程序上，更加开放、透明，注重对相关专业人

士的意见征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北仲先后通过会议、座谈、

访谈、调研等多种方式，就修改内容向仲裁员、专家学者、律师、

公司法务、国际仲裁同仁等征求意见，并将《征求意见稿》文本

在北仲网站上公开征集意见。最后，共收到近四十份来自国内外

专家与专业机构的书面回复意见，反映出业内人士对北仲此次修

订规则的关注与支持。二是在修订思路方面，由以往注重机构规

范管理程序的权利转变为更加强调当事人适用规则的“用户体

验”。理念一小步，实践一大步，这种思路的转变真正体现了商

事仲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精神。

三是在对国际仲裁机构先进经验的借鉴方面，既秉承一贯的开放、

包容、积极的学习心态，同时又注重与北仲及中国的仲裁实践相

结合，创设出既符合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趋势，同时也符合中国实

践特点的制度。反映出北仲在当下中国法律背景下推动仲裁国际

化的最大程度努力。 

 

下面将《新规则》主要修订内容介绍如下： 

（一）明确北仲同时使用“北京国际仲裁中心”的名称 

根据发展的需要，北仲经过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已经获

准加挂“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名称，《新规则》对此予以明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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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第一条第二款），这一名称的使用也标志着北仲国际化的

进程又掀开了新的篇章。 
 

（二）进一步增强仲裁程序的透明性和可预期性，更加明确

规定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义务，并对一些程序规则进行更加完善

的设计，以提升当事人适用规则的良好感受 

当事人是仲裁程序的主体，提升当事人适用规则的用户体验

是本次《新规则》特别重视的方向。如何让当事人拥有良好的用

户体验？《新规则》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尝试： 

1、对当事人的一些程序权利、义务再次进行明确，并对不

及时行使权利的后果加以明示，以增强当事人的预期。 

这方面的内容包括：《新规则》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对仲裁

请求或反请求进行变更，同时规定如果变更过于迟延影响了仲裁

程序的正常进行，则有可能不被接受（《新规则》第十二条）；明

确规定当事人逾期提出反请求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决定

是否受理时的考虑因素（《新规则》第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当事人在适用规则方面应遵循诚信合作的原则，如果有违反规则

情形并导致程序拖延的，仲裁庭可能在分担仲裁费方面予以考虑，

并可能导致其他费用的给付义务（《新规则》第二条第四款、第

五十一条第三款）。 

2、增加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聘请速录人员对开庭情况进行

记录，以增强仲裁程序的透明性。 

开庭审理情况对当事人而言非常重要，为满足一些比较复杂

或者专业案件的需求，《新规则》增加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聘请

速录人员对开庭情况进行记录（《新规则》第四十条第五款）。这

一规定让当事人可以更加全面完整的获取庭审信息，从而更好的

保障庭审程序的透明性。 

3、进一步周延、完善程序性规定，对一些条文内容进行调

整，以减少当事人在理解适用方面的分歧。 

《新规则》对“管辖权异议”条款、“仲裁程序中止和恢复”

条款、“撤回仲裁申请和撤销案件”条款以及“简易程序变更为

普通程序”条款都进行了内容的重新调整设计，以使规则内容更

加明晰清楚，便利当事人的理解与适用（《新规则》第六条、第

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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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追加当事人”、“多方当事人之间的仲裁请求”、

“合并仲裁”等条款，并对“合并审理”条款进行修改，以实现

更加专业、精细的程序设计 

商事交易越来越复杂，相应的也对争议解决程序提出更加专

业的要求。《新规则》注重对这些特殊需求的回应，并通过以下

修改予以体现： 

1、允许当事人依据相同的仲裁协议在仲裁程序中“追加当

事人”。 

一些复杂交易中，一份合同可能包含不同主体，彼此之间权

利义务可能既有关联性，又各自有一定独立性。这种情况下，在

基于该合同产生的仲裁程序中，《新规则》允许当事人将合同中

的其他主体追加为当事人，以便更加快捷、便利、妥善的解决纠

纷（《新规则》第十三条）。 

2、明确多方当事人的仲裁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可以相互提

出仲裁请求。 

多方当事人案件中，由于交易关系的复杂性，可能呈现出当

事人之间（不仅体现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还可能体现在申

请人之间、被申请人之间）彼此利益并不完全相同，这种情况下，

《新规则》突破传统程序“两造”之间才能相互提出请求的限定，

允许多方当事人之间相互提出仲裁请求，以便尽可能便捷高效地

解决多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新规则》第

十四条）。 

3、增加规定“合并仲裁”条款。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句话在“合并仲裁”

条款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虽然有各种理论上的争议，但是《新

规则》仍然看重“合并仲裁”在关联交易、系列交易纠纷解决当

中的独特价值，明确规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或者一方当事人

申请且本会认为必要”，本会可以决定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仲裁案

件进行合并，以期该条款能够为当事人解决复杂纠纷提供更多便

利（《新规则》第二十九条）。 

4、对“合并审理”条文重新进行设计，增强可操作性。 

“合并审理”针对的是已经进行程序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仲裁

案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由仲裁庭根据具体情况合并一些

程序事项。《新规则》明确了“合并审理”的条件以及仲裁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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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为仲裁庭推进程序提供了依据，也增强了这一条款在实践

中运用的可操作性（《新规则》第二十八条） 

 

（四）赋予仲裁庭在适用规则、推进程序、采取审理措施及

认定证据方面更加灵活的权利，进一步体现商事仲裁制度的理念

和特性 

仲裁制度发展过程中，“诉讼化”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而

要“去诉讼化”，实现程序的高效灵活，必须赋予仲裁庭必要的

裁量权。《新规则》在这方面的修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明确仲裁庭在适用规则、推进程序方面享有自由裁量权。 

再详尽的规则也难免挂万漏一，在规则就某些事项规定不明

确甚至没有规定的时候，赋予仲裁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安排、推

进程序的裁量权，有利于提高效率，真正体现商事仲裁灵活、快

捷的特点。《新规则》在这方面做了尝试，规定“本规则未明确

规定的事项，本会或者仲裁庭有权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推进仲

裁程序，以促使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得到高效和公平的解决”（《新

规则》第二条第三款）。 

2、对 “审理措施”条款进行修改完善，使其更加灵活，包

容性更大。 

“审理措施”的采用有助于仲裁庭提高审理效率，高效解决

争议，同时也是仲裁区别于诉讼、体现自身特性的重要内容。为

了应对实践中各种可能的复杂情况，《新规则》对“审理措施”

条文进行了重新设计，措辞更加灵活、原则，使仲裁庭在具体操

作方面获得更大空间（《新规则》第三十五条）。 

3、《新规则》单独设置“证据的认定”条款，赋予仲裁庭在

认定证据方面更加灵活的权利。 

仲裁和诉讼是两种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体现在证据认定方

面，仲裁庭应当拥有更加灵活的认定证据的权利，而并不必然受

诉讼证据规则的约束。《新规则》明确仲裁庭可以结合行业惯例

和交易习惯等，并综合整个案件情况认定证据，从而最终实现公

平合理解决争议的目的（《新规则》第三十七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条款赋予仲裁庭的裁量权，其行使并不

是不受限制、任意而为的，所有裁量权的行使都必须服务于案件

程序的妥善安排与实体争议的合理解决，从这个角度讲，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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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注意义务与责任越大，对仲裁庭提出的要求就越高。《新

规则》在这方面的规定，也反映出北仲对仲裁员素质的信任与信

心。 

（五）进一步完善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为国际案件当事人提

供更好的服务，提升仲裁规则的国际竞争力 

商事仲裁是没有国界的法律服务，为吸引更多国际案件，并

为国际案件当事人提供更加优质服务，《新规则》在国际商事仲

裁程序中借鉴、增加了很多国际仲裁界有益的经验做法，并结合

北仲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进一步突出了规则的包

容性、开放性和国际化特点。 

1、明确更加灵活的确定仲裁地的原则。 

仲裁地对于仲裁案件，尤其是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意义重大，

现行规则仅规定“本会所在地为仲裁地”（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

况下），《新规则》则明确“本会也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其

他地点为仲裁地”，从而在仲裁地确定方面确立了更加灵活的原

则（《新规则》第二十六条）。 

2、明确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程序的语言，没有约定的情况

下，本会或者仲裁庭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仲裁程序使用的

语言。 

在仲裁语言的确定方面，《新规则》首先明确当事人有权约

定，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也并不是必然使用中文，而是赋予机构

和仲裁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的权利。同时《新规则》明确在

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下，仲裁程序也可以以多种语言进行。这些都

为国际商事案件当事人提供了更多选择（《新规则》第七十二条）。 

3、明确国际案件当事人可以约定机构费用和仲裁员报酬相

互分开的收费办法。 

由于受国内仲裁体制的影响，中国仲裁机构在收费方面一直

是将仲裁员报酬和机构费用统一收取，这也是中国仲裁一直以来

饱受国际仲裁专业人士诟病之处。此次北仲《新规则》在这方面

作出重大突破，允许国际案件当事人通过约定来选择一套全新的

收费办法，将机构的费用和仲裁员的报酬分开，同时允许当事人

选择仲裁员报酬的计算方法，既可以选择小时费率，也可以选择

按照争议金额的比例确定报酬。这样一方面使当事人在确定费用

方面有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同时使费用构成更加透明，更好的

满足国际案件当事人的需求（《新规则》第六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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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加规定“临时措施”和“紧急仲裁员”条款。 

目前中国的法律对仲裁庭是否有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利没有

明确规定，但是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是赋予仲裁庭采取临时

措施的权利的，法院也会执行仲裁庭作出的临时措施决定。为最

大化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为仲裁庭行使权利提供规则依据，

《新规则》明确规定仲裁庭有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利。同时与此条

款相配套，为解决仲裁庭组成之前当事人对采取“临时措施”的

需求，《新规则》引入了“紧急仲裁员”制度，体现了《新规则》

对新制度接纳的敏感性与及时性（《新规则》第六十二条、第六

十三条）。 

5、在适用法律方面，明确当事人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仲裁

庭有权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的法律，并引入“友好仲裁条款”。 

国际案件中，在确定法律适用方面，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优先

原则。在当事人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新规则》将现行规则规定

的“适用最密切联系法律”修改为“仲裁庭有权根据案件情况确

定适用的法律”，以便更加灵活，更加符合实践需要。同时，《新

规则》借鉴贸法会仲裁规则，规定在当事人约定或同意的情况下，

仲裁庭可以依据公平合理原则处理当事人争议，从而满足一些案

件当事人对于实体结果公平合理的要求（《新规则》第六十九条

第二款、第三款）。 

 

除以上主要内容外，《新规则》还在不少具体条款的设计、

内容、文字表述等方面对现行规则进行了调整完善，可详见《新

规则》具体内容，在此不一一赘述。《新规则》承载了北仲所追

求的“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专业”、“高效”的仲裁理念，是

北仲近二十年商事仲裁实践的总结，也预示着北仲的仲裁实践将

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北仲感谢《新规则》修订过程中所有给予支

持、关注的业界友好人士，并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中国仲裁会

有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