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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中心调解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宗旨 

四川科建民族事务纠纷远程调解中心（下称“调解中心”）本着独立、公正、

自愿、高效、节俭、保密的原则，协助国家行政及司法机关，基于法律与事实，

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关的民商事纠纷，维护和促进和谐、稳定

的社会关系。 

第二条 调解中心职能 

一、选任具备资质的调解员； 

二、组织培训，使调解员获得履职资质和能力； 

三、为行政机关、企业及其他商业组织、自然人等有关主体提供本规则下的

调解服务； 

四、通过在线与线下调解等方式推广和谐、互利、平等的调解文化，维护民

族地区良好的经济秩序; 

五、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调解、仲裁组织合作推动国内外商事调解事

业的发展及其与司法程序的衔接，包括诉调对接、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以及执行

等。 

第三条 调解依据 

调解应依照法律法规，参照国际惯例、交易习惯，在各方自愿的基础上，根

据公平、合理、保密的原则进行，以促进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和解。 

第四条 受理范围 

调解中心的调解范围包括当事人之间在贸易、投资、金融、证券、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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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房地产、矿产资源、建设工程、运输、保险、环境资源以及其它民商

事等领域的争议。 

第五条 尽责原则 

调解员应遵守本规则及调解员守则，独立、公正地调解案件。 

第六条 联合调解 

经当事人同意，对于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调解事项，调解中心可与其他争

议解决机构进行联合调解，也可以接受行政机关、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委派

或委托，对争议进行联合或单独调解。 

第七条 调解规则的选择适用 

凡当事人同意将争议提交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的，均视为同意按照调解中心当

时适用的调解规则进行调解。 

第二章 调解 

第八条 申请受理 

调解中心根据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者在争议发生之后达成的调解约定，

以及一方或多方当事人的申请受理案件。 

调解约定系指当事人在合同中订立的调解条款，或者以其他方式达成的同意

以调解方式解决争议的协议。当事人之间没有调解约定而一方当事人申请调解的，

调解中心在征得对方当事人同意后受理；若对方当事人未明确同意、也未明确表

示反对的，拒绝受理。 

第九条 提出申请 

当事人向调解中心提出调解申请时，按下列程序和要求办理： 

一、提交调解申请书，其中应写明及/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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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名称（姓名）、住所及通信联系地址、邮政编码、电

话、微信、传真、电子邮箱等； 

2、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主体文件； 

3、争议事实、证据材料和调解请求； 

4、其它应当写明的事项、其他应当提供的材料。 

二、如委托代理人参与调解，应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并明确授权范围。如需

司法确认的，委托的代理人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三、申请人在收到调解中心确认受理通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规则

规定选定调解员。 

四、当事人提出调解申请时，须缴纳案件登记费，经济困难的，可申请迟延

交费、或减免费用。 

第十条 调解的确认 

调解中心收到调解申请书，经审查确认收件后，应及时将有关文件送达被申

请人。被申请人同意调解的，应在收到上述文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予以书

面确认。调解中心案件受理部在收到被申请人书面确认后，以及被申请人未明确

表示反对时调解中心案件受理部决定予以受理后，案件受理部应当向申请人送达

受理通知书和交费通知书，申请人应当按照交费通知书要求时间缴纳案件登记费。

申请人缴纳案件登记费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应当按照本规则选定调解员。 

第十一条 未确认的处理 

被申请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明确表示拒绝的，视为同意调解；在规定期限届

满后确认同意调解的，是否受理，由调解中心主任决定。 

第十二条 独任调解员 

每个案件原则上由一名调解员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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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调解组 

若遇重大、疑难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或经调解中心决定，调解中心可安

排多名调解员组建调解组。调解中心主任在多名调解员中指定一名作为首席调解

员，由其主持调解。 

第十四条  调解员的选定 

当事人可分别从调解员的调解员名册中自行选择多名调解员，由调解中心从

人选中确定一名双方都选择的调解员。 

若双方所选定的调解员没有重合的，则由调解中心主任根据当事人对调解员

的要求及案情的具体情况，指定一名调解员，该项指定应当得到当事人的确认。 

当事人也可以共同委托调解中心帮助其选定调解员。 

第十五条 临时调解员 

双方当事人可根据需要，共同推荐调解中心调解员名册以外的人士担任临时

调解员，是否适格，由调解中心主任决定。 

临时调解员须遵守调解中心的规定。临时调解员不得独任调解员。 

第十六条 调解员的回避 

调解员在接受当事人选定或调解中心指定时，应保证履行职责，并披露可能

影响其在该案件中担任调解员的独立性、公正性的情况。 

    调解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主动提出回避，当事人亦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

方式申请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该案件调解的。 

是否回避，由调解中心主任决定。 

第十七条 调解员的重新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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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因申请回避等原因无法履行职责，由当事人重新选定调解员，当事人

不能就选择调解员不能达成一致的，由调解中心指定调解员。 

重新确定调解员后，已经进行的调解程序是否重新进行，由新任调解员决定。 

第十八条 调解员信息披露 

调解员在获得任命前，拟定的调解员应向调解中心提交一份同意接受任命、

有时间处理案件、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和公正性的声明，并披露任何与该案件可

能产生利益冲突或偏见以及影响达成调解的个人信息。调解中心应向双方当事人

如实提供调解员的基本信息。 

第十九条 调解工作的开始 

调解员应当在被选定后 10 个工作日内正式开始调解工作。 

第二十条 调解的期限 

调解员应在第一次调解或以其他形式开始调解工作后两个月内结案，并形成

书面报告，调解程序终止。 

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经调解员申请及调解中心主任同意的，可以顺延。每

次顺延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每一起案件的调解期限原则上不超过六个月。 

第二十一条 调解方式 

调解员可以采用其认为有利于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方式进行调解。这种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 

一、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同时会见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也可以单独会

见一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当事人另有要求的除外。 

二、调解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及当事人申请，提请调解中心聘请有关专家提

供专业指导意见； 

三、经过调解，当事人之间无法自行达成和解的，调解员可以根据已掌握的

情况，向当事人提出解决争议的建议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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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不公开调解 

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调解原则上不公开进行。 

第二十三条 调解地点 

调解原则上在调解中心所在地进行。如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同意，亦可在其

它地点进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二十四条 调解程序的终止 

出现以下情形，调解程序终止： 

一、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并经调解中心确认； 

二、调解期限已满，调解员认为调解已无成功的可能，并出具书面结案报告； 

三、任何一方当事人向调解员书面声明退出调解； 

四、其他导致调解程序终止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 调解程序的恢复 

调解程序终止后，各方当事人希望继续进行调解的，经调解中心主任同意，

可以重新恢复调解程序。 

第二十六条 调解员权利义务 

一、调解员在考虑案情、各当事人的意愿及迅速解决争议的需要后，可按其

认为适当的有利于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任何正当方式进行调解，包括但不限于： 

1、调解员可与所有当事人或任何一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或代表联络，

包括进行单独或同时会见与会谈，召开非公开会议; 

2、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可以要求当事人提出书面或口头的解决争议的建

议或方案，也可以向当事人提出解决争议的建议; 

3、调解员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就技术性问题提供咨询

或鉴定意见，聘请有关的专家和翻译人员，当事人应预交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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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解员应努力协助当事人进行沟通，发现共同利益，达成谅解与共识，

并在此基础上促使当事人找到解决方案。各当事人应与调解员积极合作。 

三、调解员应严格恪守职责，积极履行义务，遵循调解规则及相关行为规范，

与调解中心保持联络并及时告知调解工作进展情况，服从调解中心的管理。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权利义务 

一、当事人有平等参与协商调解、获得调解信息、提出并充分阐述诉求和理

由、提供信息资料并出示证据、提出调解或和解建议等权利。 

二、当事人在调解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本规则，尊重并配合调解员的调

解工作，不得拖延调解程序，不得提供虚假信息资料，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必须

严格遵守保密义务和相关约定。 

三、当事人在调解程序启动后，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退出或暂停一切与

调解标的有关的法律行动和司法程序，先行积极调解。调解案件如系法院等机构

委托调解的案件，则按照委托机构相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工作语言 

如无特殊约定，调解中心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原则上为中文。如当事人要求提

供其他语种的服务，所产生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调解中心出具的任何语言的调

解协议书均须有中文文本。 

如当事人通过调解中心在线调解系统用英文或其他语言书写调解申请，经双

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用英文或其他语言进行调解，并制作调解协议书，但仍须

有中文文本，语言不一致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如调解中心制作的调解协议书需要与法院进行诉调对接，进行司法确认和执

行的，应当出具该等法院所在地官方语言的调解协议书翻译本。诉调对接涉及跨

国司法文书确认与送达的，争议各方应主动承担送达职责，领取调解协议书，主

动到当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司法确认，并放弃适用《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

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规定的送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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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保密 

任何一方当事人在调解中披露、制作或呈交的一切相关信息资料与文件、通

讯或数据、包括调解参与人和调解进程情况及和解或调解协议均属于保密信息范

围。调解员应及时将调解参与人和调解进程情况及和解或调解协议告知调解中心

并由调解中心指定秘书记录。调解员、各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代表、证人、专

家、翻译、调解中心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参与调解过程的人员对于调解事项均负有

保密义务，各方当事人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在调解程序进行中或终结后就同一或相关争议进行

的仲裁程序、诉讼或其他程序中，引用调解员和各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提出过

的、建议过的、承认过的和表示过愿意接受的任何以达成和解为目的的陈述、意

见、观点、方案或建议，作为其申诉或答辩的依据。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调解员不得在调解程序终结后在就同一或者相关争议

进行的仲裁程序、司法程序或者其他程序中担任仲裁员或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能要求调解员在上述程序中作证。 

第三章 调解的效力 

第三十条 调解结果的作出 

经过调解，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由各方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及盖章。

调解员应根据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调解确认书，由调解员及各方当事人签字并

加盖调解中心的印章。除非为执行或履行的目的，和解协议或调解确认书不得公

开。 

第三十一条 调解的效力 

生效的和解协议或调解确认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履行。 

第三十二条  选择管辖 

当事人可以在和解协议中选择当事人住所地、和解协议履行地、和解协议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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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地、标的物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 

当事人没有约定选择管辖法院的，由当事人住所地或者和解协议履行地的有

管辖权人民法院管辖。经人民法院委派或委托本调解中心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

申请确认案件，由委派或委托的人民法院管辖。 

人民法院确认和解协议效力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第三十三条  申请公证 

有给付义务的和解协议，当事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

申请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具有强制力

的公证文书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委托或委派调解 

调解中心接受人民法院或仲裁委员会的委派或委托，对诉讼前或诉讼中、仲

裁前或仲裁中的案件进行调解，并将调解结果报告给委派、委托机构。委派、委

托机构根据调解结果出具法律文书，该法律文书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 

第四章 调解费用 

第三十五条 调解费用的范围 

调解费用包括案件登记费和调解费。 

第三十六条 收费模式 

调解费采用按标的和按时两种收费方式。经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可选择按

标的金额的一定比例支付调解费，也可选择根据调解时间按每小时费率支付调解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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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条 费用承担 

聘请有关第三方（如专家、证人）参与调解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提出方的当

事人承担，或由双方协商分担方式。 

第三十八条 承担比例 

调解员应根据案情和调解的结果，确定当事人各方应承担的调解费比例；当

事人对调解费的承担比例另有约定的，可按其约定。 

调解费用的具体规定详见调解中心另行制定的收费办法。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责任豁免 

调解员及调解中心依法根据本调解规则进行的调解活动所产生的任何后果，

均不承担相关责任。 

第四十条 解释权 

本规则由调解中心制定，并由调解中心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施行日期 

本规则经修订，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四十二条 本规则中的“天、日”指的是日历天。 

 

四川科建民族地区创新发展研究院 

 

二〇二〇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