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中、基层级人民法院、区县贸促支会：

现将《关于建立重庆市涉外涉港澳台商事纠纷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的意见》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在贯彻落实中遇有问题，请及时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重庆市委员会

2014年10月16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

关于建立重庆市涉外涉港澳台商事纠纷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的意见

随着我市国际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迅猛发展，涉及外国及港澳台（以下简称“涉
外”）的投资贸易等商事纠纷逐年增多，并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为进一步发挥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调解纠纷的作用，促进诉讼外调解与人民法院审理涉外
商事诉讼活动的有机衔接，推动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等
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意见。

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对涉外商事纠纷的调解

1.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以下简称“市 贸促会”）设立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重庆调解中心（以下 简称“调解中心”），建立、完善调解中心相关制度，促使
纠 纷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涉外商事纠纷。

2.调解中心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协议受理案件，如没有调解协议，经一方当事人申
请在征得他方当事人同意后受理案件。

3.调解中心调解纠纷，应当遵循当事人自愿的原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国际惯
例，公正公平地促进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和解。

4.调解中心按照《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调解规则
（2012）》调解纠纷，当事人同意将争议提交调解中心调解的，视为同意按照该调解规则
进行调解。当事人另有约定，且经调解中心同意的，从其约定。

5.调解中心聘请专业调解员并建立调解员档案、名册，供双方当事人选定或调解中心
指定。调解员主要由经济、贸易、金融、证券、投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房地产、工
程承包、 运输、保险以及其他商事、海事领域、法律领域具有专门知识、 丰富实践经验、
公道正派的人士担任，保证调解公正、有效进行。

6.经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各方当事人和调解员及调解中心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或
盖章。调解协议对各方当事人有约束力。

当事人就部分调解请求达成和解的，可据此签署部分调解协议。

二、人民法院对涉外商事纠纷的处理



7.一审法院收到起诉状以后，对依法可以调解的涉外商事纠纷案件，尤其是法律关系
明确、案件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涉外商事纠纷案件，立案庭可以先登记起诉，引导当事
人向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调解期限一般不超过30日。调解不成的，再依法决定立案。

当事人不同意调解中心调解或者在调解期限内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
法及时立案。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起诉并登记的，不得作为逾期起诉处理。

8.在案件立案后、开庭审理前，或者在开庭审理后，法院可以委托或邀请调解中心对
下列纠纷进行调解：

（1）涉外商事纠纷；

（2）涉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商事纠纷；

（3）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商事纠纷；

（4）其他适合调解中心调解的商事纠纷。

9.对委托调解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向调解中心出具《委托调解函》，并附相关案件
材料的复印件。除当事人商定具体 调解时间外，调解期限一般不超过60日，自调解中心收
到《委 托调解函》和相关法律文件复印件次日起算。经当事人申请， 并征得人民法院同
意，调解中心可以将调解的期限适当延长， 但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30日。

10.经委托调解达成协议的，承办合议庭应当对协议进行 审查。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
定、不违反自愿原则的，应当按照 调解协议制发诉讼调解书；当事人明确表示撤诉且符合
自愿、 合法原则的，应当裁定予以准许，并按照相关规定减免案件受理费。

11.经委托调解没有达成协议的，调解中心应当将固定案 件事实和争议焦点的书面记录
整理成案情概要，连同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

12.法院邀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的，由人民法院主持调解, 调解中心协助调解。法院对
调解工作的程序性安排应当事先与 调解中心协调，调解中心应积极配合法院的调解工作。

13.法院审理的涉外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调解、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应及
时判决。

三、涉外商事纠纷诉调工作联系制度

14.市高法院民三庭、市贸促会法律部牵头负责涉外商事纠纷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工
作。要通过不断探索、完善衔接工作机制，促进涉外商事纠纷公正、高效、专业的调解。

15.市贸促会应当向市高法院通报调解中心的设立情况， 提供调解中心调解员名册，通
报调解中心诉调衔接工作的情况。

16.法院应当确定立案庭和相关民事审判庭对口联系调解中心，建立涉外商事纠纷调解
员名册，对调解中心提供业务指导，建立涉外商事纠纷诉调衔接工作台帐。

17.涉外商事纠纷诉讼与非诉讼衔接工作牵头部门应每半年召集一次工作座谈会，以通
报情况，沟通信息，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推进涉外商事纠纷的多元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