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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商会商事纠纷调处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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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调处商事纠纷是中国近代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与以往的民间调解不同，清末商会调处

商事纠纷的职责明确，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并制订了专门的理案规则，理案程序规范。清末商会

调处商事纠纷的规范化发展，使商会理案成为优质的民间司法资源，并在民国时期改组为商事

公断处。纳入了国家司法改革的法制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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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是某一地区各行业的商人共同组成的

商人团体。1904年清政府颁行《商会简明章程》，

谕劝各地建立商会，至1911年，全国已建成商会

1022个，分布在省会、大商埠、县(府、州)、乡镇各

级行政地区⋯。清末商会成立后，调解商事纠纷

是其重要职能，《商会简明章程》第十五条规定，

“凡华商遇有纠葛，可赴商会告之总理，定期邀集

各董秉公理论，以众公断，如两造不服，准其禀地

方官核办”。第十六条“华洋商遇有交涉龃龉，商

会应令两造各举公正人一人禀公处理，即酌行剖

断，如未能允恰，再由两造公正人合举众望夙著者

一人从中裁判。其有两造情事商会未及周悉，业

经具报该地方官或该管领事者，即听两造自便。

设该地方官领事等判断未尽公允，仍准被屈人告

之商会代为伸理。”(奏定商会简明章程的内容详

见：《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一期)这一规定为商会

对国内和涉外商事纠纷的调处提供了法律依据。

虽然《商会简明章程》对商会调处商事纠纷只是

做了简单的原则性规定，但商会在具体执行时却

使调处商事纠纷走向了规范化程序化的道路。

一、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职责范围在

章程中有明确的规定

清末各地商会成立时制定的章程中，明确把

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职能列入其中，无论是“商

务繁富之区”的商务总会还是“商务稍次”之商务

分会都在章程中，对商会的理案调处职能做了明

确的规定。

第一个成立商会的上海，在制定的《上海商

务总会暂行试办详细章程》第四条规定：

维持公益，改正行规，调息纷难，代诉冤抑，以

和协商情‘2】5。

天津商务总会的《天津商务总会试办便宜章

程》第二十五条规定：

凡商家谬描既由本会评议，一经各商赴会告

知。应由总理等定期邀集各董秉公理论，从众公

断。两造倘有不服，准其分别具禀商部，或就近禀

请地方官核办‘2瑚。

苏州也属商务繁富之区，在苏州设立商务总

会时，其章程中对商事纠纷的调处做了更详细的

规定，着力保护商会会员：

第三条本会以保护营业，启发智识、雏持公

益、调息纷争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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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凡既经入会注册之商号，由本会

开单备文送至地方官衙门存案。嗣后，该号应事

被控牵涉，应请地方官现行知照本会，分别办理如

下：

一、该商号因号中商务被控必须传讯者，本会

公同据实查复，俾良懦者得尽其词，狡黠者无可饰

变。

一、各商因钱债细故被控者，由本会随时酌觅

担保，以免羁押之累；

一、各商如所犯案情重大、不关商务者，当立

派会员查察，属实，本会即不任保护之责。

第四十八条在会之人因商业纠葛(如买卖亏

倒财产、钱货等)，本会当为之禀公调处，以免涉

讼。但须各将前后实在情形及账目等和盘托出，

不得稍事欺饰。经本会核明确实，其理直者，虽为

之联名电部，本会亦所担任。

第四十九条事经本会调处，众议佥同，其理

曲者，梗顽不服或避匿不到，非本会权利所及，当

酌量代诉有司。

第五十条本会调处事件以和平为主，禀公判

断。如两造相持不下，听其付诉有司。如延迁不

结，两造任愿会中调息者，本会也不推辞。

第五十一条甲商在会，乙商未入会者，乙商

另请公正人到会调处。

第五十二条入会各商既已循礼守法，如有土

棍吏役讹诈凌压、借端滋扰商业者，本会当代为申

诉。

第五十四条如遇假冒牌号，混淆市。面，污坏

名誉，扰害营业，本商因此而致有吃亏之处者，告

之本会查明，确系被累被污，应公同议罚议赔，以

保商业。

第五十五条凡遇本会权力所不能及者，或代

诉有司核办，或遵照部章第七款办理。

第五十七条华洋商遏有交涉，本会酌量事

理，可作代表，并遵照部章第十六款办理【3J椰。

县镇商务分会在章程中对商会的商事调处职

能也作了规定。苏州府新阳县巴城镇商务分会试

办章程规定：；

其会内与会外商务往来，遇有曲抑不平之事，

可请本会代向官长伸诉。其会内与会内钱债细故

遏有谬福不清之事，可请本会提议公平处理，或理

处后无能甘心悦服意欲兴讼者，听其自行控告，本

会概不与闻‘3j183一Ⅲ。

天津市任邱县商务分会在章程第七条第二款

规定：

商家钱债纠葛，事所恒有，经商号来会申明，

由总理派董调查放出债款之账簿票据，定期传集

两造，邀同各会董为之秉公理论，从众议结。两造

倘不折服，禀送地方官核办‘2148。

章程是一个社团组织最根本的制度规范，是

社团组织活动的基本准则。上述各地商会章程

中，对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规定尽管繁简不同，但

都表明凋处商事纠纷作为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

章程中的明确规定，为商会调处纠纷提供了制度

规范。

二、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机构规范化

各地商会成立以后，都设立了专门调处商事

纠纷的机构，天津、上海、苏州等商会都设立评议

处、理案处等机构，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主要的

职责是调处纠纷。除了评议处、理案处等常设机

构外，遇有特殊的案情，也可以将案件提交商会常

会讨论。机构人员都从商会的会董中通过选举产

生，专司处理商事调处之责。商会调处商事纠纷

的机构作为商会的附属机构，是商会的主要部门

之一，也是商会调处纠纷的常设机构，人员也是固

定的，机构设置处于规范化状态。

理案员或者评议员是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

的。按照《商会简明章程》和各商会章程的规定，

商会会员召开会员大会后，选举商会议董，然后再

从这些议董中选举理案议董或评议员。以苏州商

会理案处为例，苏州商会理案处的理案员称为理

案议董。1907年选出的理案议董是倪泳裳、叶少

斋、蔡寿卿等，共十三人。苏州商会1907年的议

董一共是26人Hj，而理案议董就选举了十三人，

占50％，安排这么多人专事理案，说明商会对调

处商事纠纷还是非常重视的。

理案议董选出以后，并不是只挂个头衔，是要

有调处案件的作为的，并且有严格的日程安排。

如苏州商会在这方面就有明确的规定。按照《苏

总商会工作日程》的规定，从星期一至星期五，

“理事议董两员ooo、ooo另室专理现行案

件(与案无涉之人不准阑人)，不得托故不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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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事故，须自行商请议董代办，如有违(回)避

之处，与别期理事议董商调”∞J帅，而且，理案议董

在商会只能“办公事”，不得利用商会名义处理

“乡里私情”，1906年3月，天津商会专门为此公

示了“关于总协理及会行各董事不得以商会名义

牵人亲友事件的牌示”：

“照得本商会自总理、协理、会董及董事、散

商，均悉同乡之人，凡遇亲友争执事件，本难禁其

排解，惟不准借公地随便议论。且本会办事公订

章程，以禀呈为据，若无禀呈投会，即系乡里私情，

不得妄为本会知情，以免混淆。如有假托本会与

亲友排解者，一经查觉或被告发，定照公议禀究。

合行牌知，各宜遵照毋违”【2"7

三、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理案程序规范化

各地商会除成立了专门的常设调处商事纠纷

的机构外，这些调处机构依照章程的规定，制定有

专门的理案规则，规范其理案程序，使商会理案的

过程规范化。

以苏州商务总会理案章程为例。苏州商会理

案处制定了专门的理案章程，内容如下：

一、凡钱债纠葛商会允予理处者，开具节略到

会，送交理事员，面询原委，转送总协理公阅。至

常会期，邀同原被两造并中证人到会。提议总协

理谈判员议董入座，研究情节，秉公判断。将问答

语由书记员逐一登记，两造有申辩处及谈判议董

驳诘之词一并栽明，书名签字。决议后，由书记员

详细登录断语，谈判议董亦书名签字，以示不再更

动。

一、两造既请商会理处，即作为允认本会公

断。订期后，无故不到，即作情虚论。倘实有事

故，应准预先改期。

一、两造中证须询问者，必得邀集。如中证人

不到，不能提议。又两造代表及各该业董事应有

询问者，亦须到会。

一、两造有欲入会听议者，由代表人介绍入旁

听座。然不得过四五人。凡局外人与案情不干涉

者，有介绍人亦不得入听。

一、旁听者各有坐次，不得环列立听及从旁插

议，助原、被告申辩。

一、会议时由总理于议董中酌派一人纠议。

凡入座散坐，皆以摇铃为准。

一、既入议坐，当守议规。有违规则高声哗争

者，纠议员呜警铃止之。若警之不止，由纠议员告

令出座。

一、入坐散坐，均由纠议员摇铃。如议方及半

率行出座，或议毕时不待摇铃遽起出座，均以违规

论。

一、逢期如有提议数案者，理事员排次甲乙标

示。如甲案未毕，乙案之人别座等候。甲案毕，乙

案之人始准入座。判议员分班轮坐，总协理也轮

次听判。

一、判决后或未允协，两造互有翻异，或尚多

疑窦，当再详细研究，可于下期再集两造提议一

次。如仍不协，即罢议，任其涉讼有司。

一、每次分班听议，谈判员议董至少须有两员

入坐，由总协理主派，不得推诿。

一、到会签名，除议董会员外，凡案内人及案

外旁听人，均书明介绍姓名[3】521。522。

(以上之“一”为古代典籍行文之例行格式，特此说

明)

从苏州商会制定的理案章程看，调处的纠纷

范围为“钱债纠葛”，参与者为原被两造及商会的

理案议董、证人等，理案过程遵循公平原则，“秉

公判断”。申请商会调处案件，都要有书面的申

请，“开具节略”，以这些书面的申请作为调处案

件的凭据。参与调处的理案人员最少是两位，并

有专门人员记录，参与人员签字，评议程序比较规

范。苏州商会的理案过程，还专门设立纠议员维

持整个调处秩序。调处案件以两调或三调为准，

可见，对案件的处理相当慎重。

1905年天津商务总会评议处制定了办公专

条四条嵋J55，随着评议案件不断增多，这几条过于

简单的规则对评议程序缺少详细的规定，1908年

天津商会对此办公专条进行修改，在原有的基础

上增加了八条旧”5。从上述苏州和天津商会对商

事调处的规定看，各地调处的规则有简有繁，但更

加说明在没有国家法律规制的情况下，商会规范

调处过程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这些理案章程

或规则，作为一种程序规范，已经对该程序的参与

者、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做了规定，基本能

够为商事纠纷的解决提供必要的规则、方式和秩

序，商会对商事纠纷的调处纳入了规范化、常态化

的管理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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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末商会商事纠纷调处规范化的

历史评价

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商业法规，也没有相应

的司法体系，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一直在民事案

件中处理，多在州县官衙审理。但是，商事纠纷官

府衙门一般视为细故而敷衍延宕，“中国积习相

沿，好持祟本抑末之说，商之冤且不能白，商之气

何以得扬?即如控欠一端，地方官以为钱债细故，

置之不理已耳，若再三渎控、且将管押而罚其金

⋯⋯””J，由于商事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商人

的合法权益很难及时获得保障，因此，商人迫切希

望有专门的商事调解机构，处理大量的商事纠纷

案件。《商会简明章程》规定了商会的商事调处

权正满足了商人的愿望，各地商会都采取了积极

的行动，把调解商事纠纷作为商会的职责之一。

商会成立以后对商事纠纷的处理也与以往不

同，以往商人团体如会馆、公所对商事纠纷的调

处，属于民间自发的调解，而商会对商事纠纷的调

解，却来自法律的规定，对商会来说，即是商会的

权利，也是商会的义务，并且调处机构已经是规范

化和常态化的专门机构，不是专为调处某一个案

件l临时组成的，有专职的评议员或理案员专事调

处纠纷，制定了专门的理案章程，明确规定理案员

的职责和理处程序，在程序规则的控制下，商会理

案已经显示专业化民主化的特点。以苏州商会为

例，与旧有的衙门断案相比，商会调解讼案，两造

不用下跪，匍匐堂前。调处时“以和平为主，禀公

判断”，如果两造分歧严重，在商会处理不了的，

可以去地方衙门告诉。“相持不下，听其付诉有

司”。地方衙门延迁不结，仍愿意“会中调息者，

本会也不推辞。”对调处的结果不服，可以再次调

解，仍不服，还可诉之衙门。“判决后或未允协，

两造互有翻异，或尚多疑窦，当再详细研究，可于

下期再集两造提议一次。如仍不协，即罢议，任其

涉讼有司。”可见，商会理案不强制调处，只出于

保护商人的目的，为商人消解纠纷服务，整个过程

颇具民主色彩。商会理案还具有公开性，允许与

案件有关人员旁听，只有公开才能保证公证。

正是由于商事纠纷调处活动的规范化发展，

商会的调处活动颇见成效。“以苏州的情况为例，

据粗略统计．苏州商务总会自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十月成立至次年十二月，受理各种商事

纠纷讼案约达70起，其中已顺利结案的占70％

以上，迁延未结而移讼于官府的不到30％。如从

成立之时至宣统二年(1911年)八月计算，苏州商

务总会所受理的讼案更多达380余起，有的案件

还经过了反复的调查与集会审议。”【61

天津商会在总结其开办五年来的功绩中也指

出：“至于平日解商纷，苏商困，救商急，恤商艰，

有关兴利革弊者，罔不殚精竭虑，劳怨不辞。比年

来，剖析各商债款、荒闭楞辐等案，无虑千百起，有

历年报部清册可查。”【2j87商会调处商事纠纷，不

仅维护了商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成为吸引商人的

重要因素。天津羊马商十二家行号，因为要求遇

事保护并调解纠纷，而申请加入商会。申请书中

载明：“窃维东西各国之富皆赖兴商，而兴商之要

尤重保持，是以各国皆立有商会，每遇商务磬鹁，

不分巨细，无不反复详推，秉公判断。故各国商业

得以保安，日增月盛。今我国各埠商业在会者固

不乏人，而未人会者也属不少，倘一遇亏损等事每

致无所申诉。商等有鉴于此，是以恳请入会赐发

会照，则一朝有事自不难水落石出。至商会一切

章程及应如何纳费之处，商等无不遵从”【2脚

清末商会商事调处的规范化发展，使商会商

事调处成为优质的民间司法资源，民国建立以后，

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功能被纳入了司法改革的轨

道。付海晏在《商事公断处：司法改革中的社会

资源——民初商会附设商事公断处与纠纷的解

决》一文中指出，民国成立以后，以司法独立为

号，司法部虽然希望援引清末法制改革后实行的

四级三审制的现代司法制度，但是由于经费和人

才不足，不得不规定在未设法院的地方一律由县

知事兼理司法，实际上恢复了清末修律前的地方

司法制度，使得民国司法裁判体制呈现新旧杂糅

的特征：既具有按司法独立精神而创立的现代法

院及审级；又有类似前清州县自理词讼之县知事

兼理司法事务。但是，即使这种新旧杂糅的的司

法体制，也不能适应当时司法实践的需要。官方

司法改革中倚重经验丰富的商会，1913年《商事

公断处章程》的颁布即是官方对商会调处商事纠

纷的法制化设计【7J。1913年以后，各地商会设立

了商事公断处附属于商会，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

功能进一步强化，并通过立法将商会调处商事纠

纷纳入法制化发展的轨道。

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规范化发展，即使在市

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当今中国也有借鉴意义。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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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地都建立了商会，但商会在调处商事纠纷

上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通过立法，对商会商事

纠纷调处进行法制化引导，充分利用社会中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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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资源，及时的解决商事纠纷，可以为建立和

谐社会奠定良好的礼会基础，也是我国建立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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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ation of Mediating Disputes at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Late Qing Dynasty

WANG Hong—mei

(Depanmem 0f S捌8l science，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盯，Ji锄gsu Y趴cheIlg 224051，China)

Abs咖ct：Mediating dispute8 is one of the main functi咖at Ch锄ber 0f C啪mrce in mod咖Cllim．C咖pared with the non—

govemmental medi撕on in tlIe p∞t，Chamber of Commerce of late Qing Dyn舾ty h8d clear mediati∞r∞pomibilities，fixed per．

m蛐ent，fb珊Illated medi撕on nlles．Ch舢ber of Co唧erce of late Qing【’yll髂ty bec枷e Iligll—qIlality judicial他s叫rce8，肌d

瑚咖ctu陀ed to tlle Commercial Arbitrati∞D印舡缸nent in tll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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