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 2020 年底，3502 家法院全部实现与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对接，调解平台应用率达

100%。平台入驻调解组织 32937 个，调解员

165333 人，累计调解案件超过 1360 万件，平均

调解时长 23.33 天。

这是记者近日从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的。发布会上，最高法联合全国总工

会、中国侨联、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发布人民法院调解平

台应用成效以及《中国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改革报告（2015—2020）》。

更多纠纷在诉前就得
以化解

2 月 18 日一大早，安徽银佳律师事务所

王律师来到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律师调解工作室，通过音视频调解系统，对

周某与繁昌某矿业公司合同纠纷案进行诉前

调解。

打开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网页，“提交纠纷”

的图标十分醒目。当事人输入纠纷信息，很快

便有专人接受咨询、进行评估，指导当事人选

择解纷方式。适合调解的，进入“申请调解”环

节；适合诉讼的，进入“申请立案”环节。调解

成功的，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不成的，再回到

“申请立案”环节，进入诉讼程序。

“诉前调解成功案件越来越多，使得更多

的纠纷尚未进入诉讼程序就得以化解，大量

诉前调解成功案件自动履行，矛盾纠纷在基

层得到有效化解，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诉

累，充分缓和了社会矛盾冲突，有力促进了社

会和谐稳定。”最高法立案庭庭长钱晓晨说。

《中国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报

告（2015—2020）》显示，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自

2018 年 2 月 28 日上线 3 年多来，调解组织数

量、调解员数量、调解案件量、在线音视频调解

量均呈逐年大幅增长态势。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调解组织数量分

别为 1264 个、22014 个、32937 个，三年增长了

25 倍；调解员数量分别为 13791 名、85003 名、

165333 名，三年增长近 11 倍；诉前调解成功的

民事案件数量分别为 56.8 万件、145.5 万件、

424 万件，三年增长了 6.5 倍；在线音视频调解

数量分别为 2917 件、16649 件、1011181 件，三

年增长了 345.6 倍。

2020 年，平均每分钟就有 66 件矛盾纠纷

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进行调解，不到两秒钟

就有一件案件成功调解在诉前。

钱晓晨说，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最大限度提

升解纷效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

化的解纷需求，为百姓解忧，让正义提速，更好

服务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

家长治久安。

让调解“掌上办”“指
尖办”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

入常态化后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

通过线上庭审成功调解一起涉湖北企业的民间

借贷纠纷案件。一方当事人在北京，一方当事

人在湖北十堰。按照传统模式，双方都得到北

京市朝阳区法院参加庭审。为真正做到疫情防

控和执法办案“两不误”，法官决定通过人民法

院在线调解平台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经过 4 个

多小时的沟通与协调，双方最终在线上达成调

解协议，法院随后向双方送达了调解书。

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级人民法院通过调解

平台为当事人提供不见面、一站式的“云上”解

纷服务，2020 年 2 月至 4 月这 3 个月新增音视

频调解量是 2019 年全年的 3.5 倍，实现了纠纷

化解不停摆、公平正义不止步。

“我们加快与中国移动微法院、律师服务

平台、审判流程管理系统、‘道交一体化’平台、

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等系统

对接。”钱晓晨说，通过打通各平台之间信息

壁垒，实现一个入口服务当事人和调解员，方

便全流程、全时空、一站式在线开展咨询评估、

音视频调解、司法确认、网上立案、一键归档等

事务，让调解“掌上办”“指尖办”。

为了实现调解案件全程留痕、可视监管，

最高法要求各级法院对导入平台的全部诉前

调解案件实现编号管理，并明确 30 日调解时

限。规定时限内调解不成，且当事人不同意继

续的，直接转入立案系统，坚决防止“伪造调

解”“久调不立”等问题。同时，调解平台提供

全程录音录像留痕功能，确保在线调解工作可

查询、可追溯、可监管。

最高法司改办副主任刘峥说，“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并

不意味着任何纠纷都要“打官司”，而是应当激

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畅通诉讼外解决

纠纷的渠道，为当事人提供更便捷、更高效、低

成本、跨地域的多元解纷方式，保障人民群众

在解纷方式上的参与权和选择权。

形成基层矛盾纠纷源
头治理网络

2021 年春节前，湖南省凤凰县人民法院

城郊人民法庭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成功调

解了一起农民工劳务纠纷，促成 16 名农民工

与对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及时进行司法确认，

保障了农民工安心回家过年。

2018 年，唐某承包了凤凰县木江坪镇通

村公路护栏工程，雇用龙某等 16 名农民工为

其做工。其间唐某一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达

两 年 之 久 。 农 民 工 无 奈 之 下 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由于案件涉及人数较多、金额较大，为确

保公正高效调解到位，城郊法庭在征得当事人

同意后，立即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启动一站

式多元解纷机制，采用诉前调解中委托其他组

织进行调解的模式，将案件移送至劳动保障部

门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唐某承诺积极筹措资金，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分两期付清原告龙某等农民工的劳动

报酬共计 107350 元。

钱晓晨介绍，为建立在线多元解纷“大超

市”，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完成全国总工会、中国

侨联、国家发改委、中国银保监会、国家知识产

权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入驻工作，覆盖证券期

货、金融、银行保险、劳动争议、涉侨、价格争

议、知识产权等专业程度较高的纠纷领域，建

立专群结合、类型多样的解纷资源库，充分满

足当事人各类解纷需求。

“我们与最高法合力推进诉调对接机制建

设，在该机制下成功化解纠纷 4.65 万件，涉及

金额 78.50 亿元。目前，已有 28 个银保监局辖

区的 138 家调解组织开展了线上调解，调解成

功 2.30 万件，涉及金额 30.96 亿元。”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一级

巡视员罗青说。

2 月 19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

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这为人民法院进

一步推动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指明了方向。

“2019 年以来，全国 45%中基层法院案件

量增幅出现下降，16.6%中基层法院案件量同

比下降。”钱晓晨说，下一步，最高法将加快推

动 人 民 法 院 调 解 平 台 进 乡 村 、进 社 区 、进 网

格，及时排查梳理矛盾、预测预防风险，将矛盾

产生的“前端”与纠纷解决的“后端”通过信息

化手段进行互联互通，实现全程在线运行，形

成基层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网络。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线3年多，累计调解案件超过1360万件

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用
本报记者 徐 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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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头条法治头条R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生命线。

日前，最高检公布的防止干预司

法“三个规定”（《领导干部干预司

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

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

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

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

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

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

若干规定》）执行情况的一组数据

颇受关注：2020 年，全国检察机

关主动记录报告执行“三个规定”

等重大事项 67700 余件，相当于

2018 年 、2019 年 两 年 总 和 的 5.8
倍。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

些记录报告中，反映情况、过问了

解的占比为 96.6%，而试图干预、

插手检察办案，要求“法外开恩”

的只占极小部分。

“ 三 个 规 定 ”是 司 法 环 境 的

“净化器”、公平正义的“安全阀”、

拒腐防变的“护身符”。实践证

明，制定出台防止干预司法“三个

规定”，是从源头上防止“关系案、

人情案、金钱案”的治本之策，对

防止干预司法、推进严格执法、维

护法治权威发挥了重要作用。

徒法不足以自行。现实中，

一些司法人员在严格执行“三个

规定”时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顾

虑。例如，一些司法人员如实填

报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时

总是思前想后，有的担心如实填

报会遭受打击报复，有的则担心

领导、同事知道了以后不好“做

人”，还有的干脆抱着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心态，对打听过问“睁只

眼闭只眼”。然而，随着“三个规

定”的持续深入落实，司法人员更加深刻认识到，严格

执行“三个规定”并非记别人的“黑账”，相反这恰恰是

对被记录者的负责，是对公平正义的维护，同时也是对

自己的保护。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逢问必录”才能最终实

现“不必再录”。现实中，打听、过问案情未必都是为了

干预司法，其中有些是错误的社会风气使然，有些误以

为这样可以实现所谓“监督”。从检察机关记录报告的

数据就能看出，事实上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各界向司

法机关陈述案情、反映情况、了解进展，担心案件被拖

延或偏袒对方当事人，希望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秉公办

案。然而，为了避免现实中存在的个别“关系案、人情

案、金钱案”在其中浑水摸鱼，做到不论是否“违规”都

“逢问必录”，既对心存侥幸违规过问或干预插手司法

办案的个别人形成有力震慑，更能促进全社会形成“问

不问案子，都会依法办理”的法治共识。

严格执行“三个规定”必须刀刃向内、动真碰硬。

去年，中央政法委在组织开展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试点工作中，将“三个规定”落实不到位问题作为集

中整治的六大顽瘴痼疾之一。当前，全国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工作正陆续全面展开，“三个规定”落实不到位

问题更是集中整治的重点。司法机关应以全国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为契机，深入持久地抓好“三个规定”的贯

彻落实，真正把“三个规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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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锐评金台锐评R

【案情】因需要在手机上完成家庭作业，不满 10 岁的

吴某常使用母亲张某的手机。不久后，吴某的父母发现

吴某通过母亲的手机号码购买了某直播公司的虚拟币对

主播进行打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吴某共在该直播公

司完成交易 147 次，支付 100210 元。

吴某的父亲与直播公司联系要求返还 100210 元，但

公司借故拖延。吴某的父母认为，吴某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直播公司应当予以返还。而直播公司认为，根

据交易收据及信用卡交易明细，付款人为张某，手机及账

户也为张某所有，因此购买虚拟币的行为是张某的行为；

此外，在通过手机消费时，需要输入 ID 账号及密码，无论

是吴某或其他人使用，需要在知道账号的情况下进行操

作，因此吴某的行为也是获得母亲的同意，其母亲是知情

的，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说法】法院认为，本案中案涉虚拟币的充值时间段

与其自身在学习、生活中可支配的时间段基本吻合，且充

值频率较高，甚至一分钟内数次充值，半小时左右充值

46 次，金额高达 32108 元，且打赏的主播多为未成年人或

所播内容为校园生活等，因此吴某的陈述真实可信。

我国民法典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

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

事法律行为。法院认为，吴某在直播公司的 APP 软件专

用平台内购买虚拟币，双方形成网络购物合同。吴某在

不满 10 岁的情况下购买人民币 10 万元的虚拟币用于打

赏主播，该行为事后未能得到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且该行为也不是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

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该合同行为无效。

与此同时，吴某在晚上 9 点以后，甚至十一二点仍在

APP 上打赏主播，其监护人有责任吗？法院认为，吴某的

监护人未能履行监护责任，且未能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

及银行卡密码，监护人应承担相应责任，法院审理后酌定

由直播公司返还吴某的购币款 6 万元，尚在吴某账号内

的虚拟币由公司自行收回。 （本报记者 魏哲哲整理）

■■以案说法以案说法RR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

对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

增加的总体形势，我们要深刻认识涉外法治在

应对国际环境新矛盾新挑战中的特殊地位和

关键作用。

当前，我国正面临涉外法治专业人才严重

短缺的现实。仅以涉外律师为例，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共有律师 51.3 万人，进入中华全国

律师协会涉外律师人才库的仅有 2200 人；国

内能承担高端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更是凤毛

麟角……

我国亟须一大批善于维护国家利益，在涉

外立法、司法、执法各环节提供涉外法律服务

的高层次涉外法治人才，加快涉外法治专业人

才培养刻不容缓。我们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

为引领，深刻认识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

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加快推进

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更好服务于

高水平对外开放。

涉 外 法 治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不 能 单 靠 法 学

院 系 。 涉 外 法 治 专 业 人 才 至 少 有 两 点 素 质

要 求 ：一 要 懂 法 律 外 语 ，二 要 通 国 际 法 律 。

鉴于英语的国际通用语地位，法律外语主要

指法律英语。可以说，法律英语是涉外法律

服 务 不 可 或 缺 的 工 作 语 言 。 法 律 英 语 是 专

业性很强的一种语言。市场调研表明，本土

律 师 较 外 国 律 师 的 劣 势 不 在 于 涉 外 法 律 知

识 ，而 是 法 律 英 语 语 言 的 应 用 能 力 ，法 律 英

语 语 言 技 能 欠 缺 是 我 国 涉 外 法 律 服 务 人 员

的 一 个 短 板 。 法 律 英 语 的 学 习 是 涉 外 法 治

专业人才培养的起点和关键点。然而，目前

法 律 英 语 语 言 能 力 的 培 养 很 难 在 我 国 的 法

学院系实现，外语院系承担法律英语专业教

学，责无旁贷。

涉外法治工作内容并不等同于国际法教

学。涉外法治比国际法内涵更为丰富，既包括

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

法、国际经济法等，也包括中国法的域外适用，

还包括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别法。

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是系统工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充分理解涉外法治人

才 培 养 周 期 性 长 、人 才 成 长 呈 阶 段 性 等 特

点。教育主管部门要完善顶层设计，出台具

体举措，积极培育法律英语新兴交叉学科增

长点，切实加大法律英语学科扶持力度，突出

法律英语交叉学科的战略性引领作用。高校

要勇于打破院系藩篱，加强横向联合协作，推

动法律英语学科建设快速到位，加快设置法

律英语专业，系统化培养德才兼备的一流涉

外法治专业人才。

高校外语、法学教育教学改革要立足国

家发展战略，面向涉外法律服务现实需求，正

确理解法律英语学科专业内涵，打破一切人

为障碍，加快推进法律英语专业建设，在学科

建设、培养模式、国际合作诸方面真正有创新

突破，为系统化培养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开好

局、起好步；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有效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智力支持

和人才保障。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加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张法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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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人

民法院法官进行线上庭审。

刘继东摄 （人民视觉）

图②：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

法院利用“云上法庭”智能庭审支撑

系统，公开开庭审理案件。

洪 伟摄 （人民视觉）

图③：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法官对一起离婚纠纷案进行二

审线上询问。 新华社发

版式设计：沈亦伶

继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
基本解决执行难之后，着眼破
解诉讼难、方便群众诉讼，经
过两年奋战，全国法院构建起
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
决和诉讼服务机制，为群众解
决民商事纠纷提供菜单式、集
约式、一站式服务，提供多样
化纠纷解决方案和权利救济
渠道，促进矛盾纠纷公正、高
效、实质性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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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截至 2021 年 3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