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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保障当事人各项诉讼权利，确保疫情期间服务“不打烊”。

上海市松江区看守所副所长周其峰向新民周刊记者介绍，

在特殊时期为保证刑事案件按期审结推出的“云审判”工作，

解决了疫情期间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提押的难题。通过

远程视频庭审系统同屏连线，并采取电子签名的方式由几方同

时签署庭审笔录，实现与在法庭内线下当庭审理的同步效果，

保障了被告人的健康和合法权利。她还介绍，目前看守所与法

院之间的在线庭审都预约得很密集，其中有一天就约了 15 起在

线庭审。

加速“智慧法院”建设  

在越来越多“云审判”的背后，是“智慧法院”建设的推进。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法院办案实现了电子化 , 那么 , 正在蓬勃发

展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 则让法院在积累大量“电子数据

宝藏”的基础上 , 再次升级“智慧法院”、“数据法院”建设，

也让“云审判”成为了可能。

据了解，2016 年 12 月 , 上海高院大数据信息系统入选由中

央政法媒体联合评选的 2016 年度“互联网 + 法治建设”十大典

型案例。这个大数据审判体系包含了大数据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智能化远程审判系统、执行大数据智能管理系统等 100 余个子

系统 , 法院专网、移动专网、外部专网、互联网和涉密内网实

现五位一体,形成覆盖案件办理全要素集约化的信息网络体系。

该系统还实现了移动化,法官利用手机便可进行办案事务安排、

当事人材料与诉求回复等多项服务。

上海闵行法院副院长朱妙介绍，通过这套系统，法官线上

预约庭审后，即可通过短信通知到当事人，当事人可通过笔记

本、手机终端参与庭审。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可相互看见、听见，

当事人可在线进行举证质证。同时，科大讯飞等人工智能技术

的引入，也使得庭审过程可通过语音识别全程记录。庭审结束

后当事人还可通过手机进行庭审笔录的电子签名。

“要做到推广‘云审判’，对法院的软硬件都有比较高的

要求。”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王晓华说，“审判过程需要做

到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性，法院的互联网审理平台需要进一步

投入，进一步进行规范。”他认为，多地法院着力打造全流程

在线、24 小时开放的在线诉讼平台，其中不乏使用区块链技术、

证据的云端储存技术等，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平台建设标准，

除了较为常见的庭审网络直播和案件信息查询之外，当事人可

利用诉讼服务平台进行的诉讼活动还有限。此外，目前的在线

审判平台受容量限制，能支持的办案数量有限。每个法院需要

提前预约“云法庭”，存在“排队拥堵现象”，这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在线审判发挥更大作用。

同时，王晓华也表示，在当前疫情形势下，“云审判”确

实比较高效便捷，疫情后的应用和发展有广阔空间，但也必须

看到，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适合用在线的方式进行审理。他介绍，

在民事诉讼当中和刑事诉讼当中，都涉及直接言词原则，证据

的原始性也是整个审判的一个核心问题。在线庭审，会有上述

问题的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审判工作就会大打折扣。王晓华

认为，“云审判”比较适合争议较小的案件。在复杂的、有重

大的争议性案件的审理中，目前不建议采用在线方式。

“当然，‘云审判’的积极作用与意义还是很明显。在线

审理的简化高效，极大减轻了法官的负担，也使得司法资源配

置更趋合理，法官可以集中精力审理更重点的案件，很多不是

复杂的，没有争议的案件就通过云端的审判进行消化。‘云审判’

的这样一个契机，将可能成为中国司法制度改革推进的一个抓

手。”王晓华表示。

此外，王晓华认为在线庭审规则需要进一步明确。由于在

线庭审的“人、物、场所、流程”都发生了变化。在网络虚拟

环境下，庭审的仪式感、庄严感以及“剧场效应”遭到弱化，

当事人处于可以自己支配的独立空间，行为的随意性和虚假陈

述的可能性加大，现场审理的约束规则无法继续适用，维持庭

审纪律的难度增加。但是在另一方面，“云上诉讼”简化了流程，

节省了公众打官司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有助于促进民众更多地

利用司法途径来解决争议和纠纷，有利于培养民众的法治精神。

“‘云审判’对于今后的司法工作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关

键还是要看我们如何运用这个平台。归根结底一句话，要符合

审判规律，要保障这个诉讼的公平性。”王晓华说。

　　闵行法院从 2 月 5 日到 3 月 5 日一个月间，采用“云审判”的案件达到65件。
上海三中院2月3日至2月28日已开展在线庭审107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