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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仲裁委员会收费标准及细则操作指引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以下简称本会）根据本会自

2022年 2月 1日起施行的《北京仲裁委员会案件收费标准》（以下简

称《收费标准》）以及本会制定的《<北京仲裁委员会收费标准>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制定本操作指引。 

一、关于《收费标准》《实施细则》及本操作指引的总体适用 

（一）《收费标准》《实施细则》对实际争议金额或仲裁费用的确

定有明确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收费标准》《实施细则》没有明

确规定的，按照本操作指引的规定执行。 

（二）本操作指引没有明确规定的，或者实际争议金额或仲裁费

用的确定存在其他争议的，应请示处室负责人，结合个案实际情况，

公平合理地确定仲裁请求所涉及的实际争议金额；处室负责人认为实

际争议金额的确定存在较大争议或者对本会有重大影响的，应进一步

请示分管副秘书长确定。 

二、关于《实施细则》第二条“争议金额未确定的”仲裁请求的争议

金额或仲裁费用确定标准的具体操作 

（一）仲裁请求涉及确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终

止、撤销、变更合同的，结合以下情形分别确定争议金额或仲裁费用： 

1.针对常规合同提出前述请求的： 

（1）立案时仅提出确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终



                                 

2 
 

止、撤销、变更合同等仲裁请求中的一项，则该项请求以合同总标的

额作为争议金额。未明确约定合同总标的额的，综合考虑合同的签订、

履行情况、违约责任等，确定合同总标的额。 

（2）立案时提出确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终止、

撤销、变更合同等仲裁请求中的一项，同时将该项仲裁请求的法律后

果（如返还已支付款项、恢复原状等）作为仲裁请求提出的，按照第

（1）目的规定执行，对于前述仲裁请求的法律后果性请求，不再收

取仲裁费用。 

（3）立案时仅提出确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终

止、撤销、变更合同等仲裁请求中的一项，未将前述请求的法律后果

作为仲裁请求提出，但在案件受理后，将其法律后果性请求作为增加

的仲裁请求提出的，对于增加的仲裁请求，收取仲裁费用 2000元（指

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则收取的仲裁费用中仲裁员报酬和机构费用

各占 50%，下同）。 

（4）立案时未提出确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终

止、撤销、变更合同的仲裁请求，仅将其法律后果作为仲裁请求提出，

但在案件受理后，将确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终止、

撤销、变更合同中的一项作为增加的仲裁请求提出的，对于增加的仲

裁请求，以合同总标的额减去前项法律后果性请求对应的金额作为争

议金额。 

（5）立案时提出确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终止、

撤销、变更合同等仲裁请求中的一项，但在案件受理后，提出将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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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变更为其中的另一项的，原则上按照撤回原请求的同时增加该项

新的请求处理，补足变更请求的仲裁费用差额。 

存在以下特殊情形的，包括但不限于：本会或仲裁庭出于审理的

需要向当事人释明其变更请求的，仲裁庭明确表示变更请求不增加其

审理工作量等，应请示处室负责人确定收取仲裁费用的标准，但原则

上收取的仲裁费用不低于 2000元。 

2.针对租赁合同提出前述仲裁请求的： 

（1）立案时仅针对租赁合同提出确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合同

或者解除、终止、撤销、变更合同等仲裁请求中的一项，则该项请求

以租赁合同未履行部分对应的金额（含未履行部分的租金、保证金及

租赁合同约定的其他费用等）作为争议金额。 

（2）未针对租赁合同提出确认租赁合同效力、继续履行租赁合

同或者解除、终止、撤销、变更租赁合同的仲裁请求，但将其法律后

果（如腾退房屋、恢复原状等）作为仲裁请求提出的，仍以租赁合同

未履行部分对应的金额作为争议金额。 

（3）针对不定期租赁合同仅提出解除、终止、撤销、变更合同

等仲裁请求，或者针对有期限但期限已经届满的租赁合同，坚持提出

解除、终止、撤销、变更合同等仲裁请求的，收取仲裁费用 2000元；

对前述合同提出腾退房屋、恢复原状、确认合同效力、续订合同或继

续履行合同等仲裁请求的，应请示处室负责人，结合案件情况综合确

定争议金额或仲裁费用。 

（4）针对租赁合同分别提出本款第 1 项第（1）至（6）目的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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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请求，本项有特别规定的，按照本项的规定执行，本项没有特别规

定的，按照第 1项的规定执行。 

（5）其他继续性合同，原则上可以参照本项第（1）至（4）目

关于租赁合同的特别规定执行，没有必要参照租赁合同特别规定的，

参照第 1项的规定执行。具体是否参照租赁合同的特别规定，应请示

处室负责人确定，处室负责人认为确有必要进一步请示的，请示分管

副秘书长确定。 

3.针对无偿或以象征性金额为对价的股权转让合同提出前述仲

裁请求的： 

（1）审查时应首先经过合理查询并结合案件材料判断标的股权

合理的市场价值（可参考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比例）以确定争议金额。

未经审理确实无法判断标的股权合理的市场价值的，原则上参照普通

程序的最低费用标准收取仲裁费用。 

（2）如经过审理可以判断标的股权的市场价值的，应请示处室

负责人，处室负责人认为确有必要进一步请示的，请示分管副秘书长，

视情况根据审理查明的标的股权的市场价值，决定是否在裁决作出前

补收对应争议金额的仲裁费用差额。 

4.针对涉及判断标的物实际价值的合同提出前述仲裁请求的： 

（1）合同未约定交易对价，需要进一步通过判断标的物的实际

价值来确定争议金额的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商标共有合同、游戏代

理合同、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或其他表现形式为智力成果的合同。 

（2）针对此类合同提出前述仲裁请求的，审查时应首先经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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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询并结合案件材料判断标的物合理的市场价值以确定争议金额。 

（3）未经审理确实无法判断标的物合理的市场价值作为争议金

额的，原则上参照普通程序的最低费用标准收取仲裁费用。 

（4）如经过审理可以判断标的物合理的市场价值的，应请示处

室负责人，处室负责人认为确有必要进一步请示的，请示分管副秘书

长，视情况根据审理查明的标的物合理的市场价值，决定是否在裁决

作出前补收对应争议金额的仲裁费用差额。 

5.针对房屋买卖合同提出协助办理所有权证、协助进行房屋过户

等履行房屋买卖合同主要义务的仲裁请求的，视为请求继续履行合

同，以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款作为争议金额。 

（二）仲裁请求涉及无争议金额的履行行为（如交付单证、移交

竣工资料、返还印章、账簿等）的，优先结合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

等合理地确定实际争议金额；确实无法确定实际争议金额的，每个独

立的履行行为，收取仲裁费用 2000元。 

（三）仲裁请求涉及担保人承担物的担保责任以及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以下统称担保责任），或者请求行使法定优先权的，结合以

下情形分别确定争议金额或仲裁费用： 

1.同一案件中，既请求主债务人承担主债务，又请求担保人承担

担保责任的，以主债务的金额作为争议金额。每请求一项担保责任，

收取仲裁费用 2000元。 

同时存在《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三）至（五）款规定的当事人

任意一方人数超过 3个、追加当事人、多份合同合并申请仲裁等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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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费用的情形的，如加收的仲裁费用合计金额低于担保责任请求的

收费金额，则不再加收；如加收的仲裁费用合计金额高于担保责任请

求的收费金额，则仅按加收的合计金额取费。即，加收的仲裁费用合

计金额与担保责任的请求对应的仲裁费用，二者择高值收取。 

2.未针对主债务人承担主债务提起仲裁，而仅针对担保人承担担

保责任提起仲裁的，以担保人担保的主债务金额作为争议金额。 

3.仲裁请求涉及行使法定优先权（如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民用

航空器优先权等）的，参照第 1—2项的规定执行。 

（四）仲裁请求涉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 

1.既提出其他有争议金额的仲裁请求，又提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

仲裁请求的，针对该项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仲裁请求，发票无税额（税

率为 0、免税或不征税等）的，收取仲裁费用 2000 元；发票有税额

的，以请求开具发票的含税金额乘以发票税率得出的数额作为争议金

额。 

2.仅提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仲裁请求的，参照第 1 项的规定执

行，但该项请求的仲裁费用最低不低于 2000元。 

三、关于本操作指引的施行、解释和修订工作 

（一）本操作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立案室负责对本操作指引的解释和修订工作。案件受理后

实际争议金额或仲裁费用的确定存在其他特殊情形，处室负责人认为

确有必要告知立案室进一步规范或作出指引的，应及时通知立案室。

立案室应根据实践的需要及时解释或修订本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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