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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三位一体”的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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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逐步完善各层级制度

04. 优化调解程序，提升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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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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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层 面
中证协和投服中心均与各地
方证监会、协会建立了调解
工作协作机制

行 业 层 面

具有代表性的是：
1、中证协下属的证券
纠纷调解中心
2、中国证监会下属的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01.
“三位一体”的纠纷解决机制

证 券 公 司
层 面

归口联络部门和人员，负责本单位与
调解中心或投服中心在投诉处理和纠
纷调解业务方面的日常沟通与联络。



中证协于  2015  年制定发布
《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
调解工作管理办法》和《中
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
规则》  两项制度。

行 业 层 面

广东、浙江、江苏、厦门、安
徽、福建、天津、四川等部分
地方协会积极推进区域调解制
度与机制建设，参照中证协证
券纠纷调解制度建立自身的调
解制度与规则。

地 方 层 面

制定关于投诉处理、纠纷化解、
投资者权益保护、适当性管理
等方面的专项制度。。

证 券 公 司 层 面

02. 逐步完善各层级制度



2013年

与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法院签署诉调对
接合作协议

2015年

成为北京多元调解
促进会的会员

2017年

入驻北京市西城区金
融街人民法庭金融行
业调解室

03. 诉调对接、诉仲对接机制建设情况

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街法庭为
协会调解中心调解的两起证券
纠纷进行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

2019年年初



n 广东证监局、广东协会与广州中院签署了《证券期货纠纷诉调对接合作备忘录》；

n 厦门协会已与当地法院签署了诉调对接协议；

n 海南、四川、吉林、天津、辽宁协会与当地仲裁机构签署了仲调对接协议；

n 青岛仲裁委与青岛协会开展证券期货纠纷仲裁合作，设立了证券期货仲裁中心，并聘请青岛证监局及青岛协会工作

人员担任仲裁员；

n 江苏省证券业协会开展“区域化+司法确认”调解模式的新尝试，既方便了纠纷双方当事人，又提高了调解工作效

率和确认力，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各地方协会开展对接工作



2012年7月

在网站上设立证券纠纷调解专区，
开设在线申请平台，建立证券纠纷
调解工作系统

04. 优化调解程序，提升调解效率

各会员单位实现公司网站与中
证协证券纠纷调解在线申请平
台的链接

2013年



2012年协会网上证券纠纷调解在线申请平台开通

中国证券业协会 全国地方协会

共受理案件
1355起

达成和解金额3.09亿
元

自行受理调解申请
5664起

调解成功
4379起

成功调解案件
1055起



点击此处添加正文，文字是您思想的提炼，为了最终呈现发布的良好效果，请尽量言简意赅的阐述观点。

中 证 协 受 理 调
解 案 件

84%

相 较 2 0 1 8 年 同 期
增 长

6921.21
万元

促 成 双 方 当 事 人 达 成
和 解 金 额

321起

2019年上半年统计数据



1

3

2

4

开 展 专 题 研 究 ，
固 化 研 究 成 果

05.
宣传培训和交流情况

建 立 常 态 化 的
沟 通 交 流 机 制

组 织 国 内 外 交 流 ，
借 鉴 吸 取 先 进 经 验

强 化 投 资 者 保 护 职 能 ，
丰 富 宣 传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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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持续完善非诉调解与其他
程序的对接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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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调解机构间的合作共建
01.

调解中心、投服中
心以及其他行业调

解组织

各地证监局、
证券业协会、

调解站

证券公司调
解部门及调

解员

分工协作、相互补充

密切交流、共享经验



首先，法院在多元化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功能定位。在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的建设中，英国司法ADR模式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即

法院采取“大力支持、谨慎介入”的模式。

其次，实现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制度化、法治化。简化当前的司

法确认程序，允许调解成功后直接向法院提交申请或向公证机关

申请公证为可强制执行文书。

持续完善非诉调解与其他程序的对接与协调
02.



强化非诉纠纷化解机制的宣传和推广
03.

•宣传非诉调解的优势和调解机构的运
行模式

•增强投资者对非诉调解的熟悉度与信
任度

转变观念

•强化宣传力度
•丰富宣传形式
•定位宣传对象

提高针对
性



感谢观看
T h a n k  y o u  f o r  w a t c h i n 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