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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

第一节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发展与现状

第二节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挑战

第三节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未来发展



一、人民法院中人工智能制度建设

二、人民检察院中人工智能制度建设

三、人工智能司法平台建设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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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法院中人工智能制度建设

   2016年，在世界互联网大会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

上，最高法院周强院长提出：“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

司法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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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高人民法院推动下，以“数据法院、智慧法院”为
理念的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广泛应用。“部分法院尝试开发
了人工智能办案系统，在公检法共享办案平台上初步实

现了证据标准和证据规则统一、单一证据合法性校验、

证据链逻辑性判断和比对、类案推送、量刑参考和文书

自动生成等方面的智能化。” 



人民法院人工智能制度相关立法规范不断完善。

时间 名称

2016年2月

22日

《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9-2023）》和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

2017年4月

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法发〔

2017〕12号）

2017年7月

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法发〔

2017〕20号）明确要求法官审理案件应全面检索类案和关

联案并制作检索报告。

2019年2月

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开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

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法发[2019]8号）

，即《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

（以下简称“五五改革纲要”）

2022年12月

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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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紧随制定了一系列法

院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规划。

    
序号 文件名称

1
《辽宁省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

（2018-2022）》

2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吉林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3
《内蒙古自治区智慧法院顶层设计规划（2019-

202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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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智慧司法制度建设方面的井喷期之后，最高法

等各级法院的智慧司法制度设计逐渐呈现精细化趋势。

时间 文件 内容

2021年
2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
供网上立案服务的若
干规定》

推进跨境网上立案工作，依托中国移动微法
院为跨境诉讼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服务

2021年
6月17

日

最高法发布《人民法
院在线诉讼规则》

将原本只有互联网法院先行制定的一系列诉
讼规则进行位阶上的提升和内容优化。首次
确立在线诉讼的基本原则，明确在线诉讼应
当坚持“公正高效”、“合法自愿”、“权
利保障”、“便民利民”、“安全可靠”五
个基本原则。其还明确了电子化材料的效力
和审核规则、区块链存证的效力范围和审查
标准、在线庭审规范、非同步审理机制的效
力、电子送达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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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检察院中人工智能制度建设

    

2003

2016

2017

2016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十三五”时期检察工

作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坚持科技引领、信息支撑，加快建

立智慧检务五大体系，促进现代科技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推

进检察工作现代化。

2017年6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

（2017－2020年）》提出，全国检察机关将依托大数据及智能

语音等前沿科技，统筹利用以司法办案数据为核心的检察数据

资源，建立检察大数据总体架构，营造大数据应用良好生态，

打造“智慧检务”。

2003年3月1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改革检察业务工作机制。

第一节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发展与现状



2017

2018

2018

2018年1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智慧检务建设重大战略，

正式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化智慧检务建设的意见》，勾勒

了未来智慧检务建设的宏伟蓝图。

2018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印发《全国检察机关智慧检务行动指

南（2018-2020年）》，进一步完善智慧检务建设顶层设计工作，指

明检察信息化工作发展方向。

2017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人民检察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最高人民检

察院先后颁布实施全国检察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科技强检规划纲

要等指导性文件，推动检察工作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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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司法平台建设及应用

    

（一）互联网法院的人工智能应用

1.北京互联网法院“AI虚拟法官”、“移动微法院”和“微淘账号”

北京互联网法院AI虚拟法官是借助搜狗公司的语音智能

合成和形象智能合成两项国内顶尖的技术。其中，语音

合成引擎负责将输入的文本转化为对应的语音，形象合

成引擎负责让AI分身带有动作、情感地讲述输入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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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微法院”可以提供一站式自助诉

讼，实现了“随时随地随享”的诉讼体

验。诉讼当事人只要关注“北京互联网

法院诉讼服务”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点

开“移动微法院”小程序。 

微淘账号则可以用于发布信息、运营粉

丝，用“淘宝旺旺”聊天工具与在线商

家进行互动，进行送达、询问等一系列

诉讼活动，给当事人带来巨大便利。 

设立“微淘账号”，能够实现诉讼服务

的精准投放，让服务、宣传等效能出现

强大的增益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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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杭州互联网法院“智能证据分析系统”

2019年12月12日，杭州互联网法院上线智能证据分析系

统，综合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

沿技术，将大量机械、重复的工作交给系统完成，法官

们一键点击能获得证据分析结果，为办案提供参考。例

如该系统可以帮助实现智能证据分析系统制作证据目录、

文字作品比对、图片比对、视频分析、金融借款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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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杭州互联网法院“智能立案系统”

“智能立案”系统是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上的功

能之一，实现了诉状一键生成、数据自动提取、机器审

查立案、大数据类案推送等功能。在当事人提交的诉讼

请求符合立案标准的条件下，“智能立案”系统可自动

识别并完成立案审查程序，作出立案与否的决定。对于

完全符合立案审查标准的起诉，该系统可以进行自动审

查后立案，显示立案原因；对于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起

诉，该系统会自动标注无法判断的问题，并自动推送给

立案法官，帮助立案法官快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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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州互联网法院“线上证据交换平台”
广州互联网法院的线上证据交换平台，可以方便快捷自助

举证，免去各方往返法院的不便。当事人可在规定举证期

限内自由提交证据并随时发表意见，便于提前了解证据，

打破信息不对称壁垒，提速矛盾化解进程。该平台还可以

自助向当事人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预留的有效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发送电子诉讼材料，实现即立、即送、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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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法院的人工智能应用

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睿法官”系统

2016年12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线了北京法

院智能研判系统——“睿法官”。“睿法官”系统依

托北京法院智汇云，立足于法官办案的核心需求，运

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通过智能

机器学习、多维度数据支持、全流程数据服务，实现

为案情“画像”，为法官判案提供统一、全面的审理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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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州省贵阳市“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

2017年1月，贵阳市开发了“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

”。“贵阳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分为公安业务、检察院

业务、法院业务三个模块，每个模块都设定了完整的责任

流转条件。如果某一案件没有完成前一环节应该具备的条

件，则该案件无法流转到下一个环节，平台也会自动推送

给具体办案人员，限期补充完善通过上述流程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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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南省首个法院智慧审判系统

2017年11月17日，海南省首个法院智慧审判系统在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启动上线运行。海南省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把“电子卷宗+信息采集构建智慧审

判项目”与审判管理系统二期建设深度融合、协调推

进，打造智慧审判系统，构建在立案、庭审、裁判三

个环节深度运用并覆盖法院审判流程的五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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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2017年5月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研发的“上海刑事

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又名“206系统”正式试运行。

“206系统”是第一次将法定的统一证据标准嵌入到公检

法三机关的数据化刑事办案系统中去，并且连通了公检

法三机关的办案平台。“206系统”主要由上海刑事案件

大数据资源库、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应用软件、

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网络平台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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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毒品案件大数据分析平台及云南政法大数据
办案平台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毒品案件大数据分析平台”以云南省公开裁判

文书和省内各地汇集的大数据资源为基础，利用毒品犯罪数据挖掘、

建模分析等信息化辅助技术，从多层次的毒品案件发生趋势、涉案群

体特征和案件审判规律三个方面截取司法数据，实时监测各个时间节

点的动态变化，提前做好风险预警和诉前处理，形成多维度的毒品犯

罪专题分析报告，为智慧办案应用建设提供数据参考依据。

“云南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则是通过电子卷宗一家扫描、多家利用，

案件信息一家录入、多家共享，业务协同一家发起、多家互通，不但

解决了政法部门之间办案数据和卷宗信息重复录入的问题，还解决了

政法部门之间数据不准确的问题，提升了工作效率，节约了办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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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e键智能送达”
2018年6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台州试行的电子送达模

块嵌入办案平台，在全省部署运行。2019年5月，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审管处与嘉兴中院在台州智能送达1.0、湖州智

能送达2.0的基础上，联合开发智能送达3.0，并在桐乡法

院率先试点。2019年8月，嘉兴全市法院上线智能送达3.

0。随着试点扩大、功能改进、规定出台，全新的“e键智

能送达”在全省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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