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创新中国创新中国
责编：杨俊峰 邮箱：rmrbzggs@126.com

2020年1月7日 星期二

提到热搜榜，互
联 网 法 院 可 能 是 个

“ 常 客 ”， 判 决 的 案
子，一经发布经常冲
上热搜榜，成为大家
关注的热点话题。

互联网法院，顾
名思义，就是集中管
辖 互 联 网 案 件 的 法
院 ， 具 有 “ 大 平 台 、
小前端、高智能、重
协同”的特点，能实
现 网 上 案 件 网 上 审 、
网上纠纷不落地，是
网络法治时代的智慧
法院。

在采访中，我们
了解到，互联网法院
不仅全面推进了智能
技术在司法工作中的
深度应用，推动了诉
讼流程和司法模式实
现革命性重塑，更重
要的是，初步搭建了
网络多元解纷和诉讼
服务体系框架，使网
络治理的司法裁判规
则逐步完善。

那么互联网法院
究竟新在何处呢？

中 国 首 创 。 2017
年 8 月 18 日，首家互
联网法院——杭州互
联 网 法 院 成 立 ， 随
后，2018年9月，中国
在北京、广州又陆续
设 立 了 互 联 网 法 院 ，
成为集中管辖互联网
案 件 的 基 层 人 民 法
院。设立互联网法院
是互联网司法发展历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事件，开辟了互联
网时代司法发展的全
新路径，标志着我国
互联网司法探索实践
正 式 制 度 化 、 系 统
化。三家互联网法院
利 用 自 身 组 织 优 势 、
政策优势、技术优势
和人才优势，充分发
挥互联网司法“试验
田”和“样板间”作
用，在案件审理、平
台 建 设 、 诉 讼 规 则 、
技术运用、网络治理
等方面，形成了一批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经
验，取得显著成果。

顺 应 时 代 要 求 。
信息技术对司法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可以说前所未有，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信
息技术既是新工具、新思维和新方法，也
催生出许多具有新特点、体现新趋势的纠
纷类型。比如互联网时代，网络交易行为
规则应该如何确定，用户在网络直播中的
打赏行为能否被认定为赠与？在网上骂人
犯不犯法？公民网络肖像权、名誉权等人
格权保护力度如何加强？网络空间知识产
权保护规则如何界定，主播未经授权播放
他人音乐的行为违不违法？所有这些，中
国的互联网法院通过对所在辖区内的网络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网络服务合同纠纷、网络侵权纠纷、网络
著作权纠纷等十一类互联网案件的审理，
有效实现了“审理一件、化解一片”的示
范作用。

推动依法治网。在中国的互联网司法
发展的起步阶段，重点是紧跟技术发展趋
势，探索在线诉讼机制，强化技术应用，
促进司法便民利民。随着互联网产业与经
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中国法院准确把握
时代脉搏，以设立互联网法院为契机，通
过审理新类型互联网案件，不断提炼总结
裁判规则，这全面提升了互联网司法治理
能力。

“网络空间再不是‘法外之地’”。中
国的网民已超过8.5亿人，为网络空间织就
健全的法网，虚拟社会的规范有序才有根
本保障。依法治网是中国推进社会治理体
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立互联网法
院是人民法院更新司法理念、创新司法模
式、推进依法治网的具体举措，必将伴随
着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和法治建设与时俱
进，日臻完善。

“24小时不打烊”
在家也能“出庭”

我们来到北京市汽车博物馆东路二号院三号楼，这里
是北京互联网法院。

比起传统法院，这里看上去倒有几分像个互联网公
司：一楼大厅，AI机器人“互宝”随时待命，解答来访者
的问题；在线诉讼体验区里，AI智能法官，以一个虚拟法
官的形象，微笑着解答在线诉讼相关的问题……在这个处
处体现着科技感与现代化的地方，每天收结数百起互联网
相关案件，从互联网相关的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到网络
购物合同纠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各式各样与互联网相
关的案件，在这里得到了集中处理。

一般情况下，当事人要打官司，经常需要花钱请个律
师，写文书、修改文书、早起去法院排队，跑上一整套办
事流程；而在这里，相关案件当事人只需用一台能上网的
手机或电脑，登录北京互联网法院电子诉讼平台，就可以
了。随时随地，就能完成一场线上庭审。

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雯介绍说，北京互
联网法院电子诉讼平台深度运用了语音识别、人脸识别、
AI虚拟法官、法律知识图谱等技术，将多元调解、审判执
行、电子证据存证和电子送达等多个平台融于一体，实现
了从起诉、调解、立案、送达，到庭审、判决、执行、上
诉等全流程“在线”。

这样的“随时随地”是如何做到的？
北京互联网法院提供“24小时不打烊”全流程在线诉

讼服务，除了线上的申请和受理，也有24小时线下的人工
服务热线电话。当事人如果在在线诉讼过程中遇到问题，
可以随时电话咨询。

北京互联网法院为法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团队和
平台支撑。

技术方面，着力用科技手段破解审判难题。集成的法
律知识图谱体系提供了便捷的文书自动生成服务，大大提
高了法官庭审效率。目前，每个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约 55
天，比传统审理模式更节约时间。

团队方面，一个小的审判团队，通常由一位法官、一
位法官助理和两位书记员组成。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佘
贵清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为法官们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和
平台支撑，和10家大学、相关行政机构、有影响力的互联
网公司都建立了联系，和行业、学界保持同频共振。”案件
审理中遇到疑难点，法官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获得各个方面
最专业的意见。当出现了新类型案件的判定，法院也会与
行政部门、产业界联动，进行社会发布、价值引领等多方
面协同治理。

原告在外地、被告代理人出差在高铁上，网络侵权案
开庭怎么办？

不用着急，“多功能、全流程、一体化”的电子诉讼平
台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在参观时，笔者戴上 VR （虚拟现
实） 眼镜，看到了五楼网络法院的实况转播。法官、法官
助理和书记员面对着三台电脑屏幕进行在线庭审，屏幕上
分别是“原告”、“被告”和“法官”的画面。法官和当事
人在庭上的发言被实时转化成了文字，识别精准度达98%的
语音识别技术大大提高了书记员和法官制作谈话笔录、文
书、会议记录时的工作效率。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孙铭溪介绍，案
件中涉及到的材料，如图片证据，法官可以直接呈现在屏
幕上并进行标记、圈出重点。当遇到原告和被告激烈争论
需要制止的情况时，法官还可以选择“关闭麦克风”或者

“关闭摄像头”等快捷有效的操作。
与氛围庄严肃穆的传统法院不同，参加“在线庭审”

的当事人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打一通“视频电话”
就参加了整个庭审。笔者看到，有的当事人正托着下巴向
镜头陈述，也有的当事人在家里对着手机参加庭审。

“网上审理案件，使法律诉讼更低碳环保、便捷高
效。”张雯说，2019 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在线立案 42114
件，审结40083件，法官人均结案871件；庭审平均用时34
分钟，平均审理期限55天。按照相关统计标准，为当事人
平均节约开支近800元，节省在途时间16个小时。

区块链存证
电子证据可溯源

除了人脸识别技术、语音识别技术、即时通讯技术等
之外，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也是互联网诉讼模式的重中之重。

基于该技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立了天平链电子证据

平台。
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有家网店搞活动每件衣服都卖100

元，左邻右舍默默刷屏的同时就拿小本本记下了“A的网店
搞活动，衣服都卖100元”，标记为“A1”。B觉得实惠，就
在店里买了一件，于是左邻右舍又默默记下“B在A的网店
买了一件搞活动的衣服”，标记为“A2”，同时标注整件衣
服来自“A1”。

有一天，A表示，这件衣服价值800元，B给的钱不够！左
邻右舍就跳出来了，你这个衣服当时在搞活动啊！是100元没
错！A死不认账，于是B在起诉时就会把左邻右舍记下来的
A1、A2抽出来给A看，A无法抵赖。

这些左邻右舍其实就是天平链上的节点单位，天平链事实
上就是用区块链技术连接这些左邻右舍、并印证事实的关系网。

看看，撒谎很难啊。
“传统审判模式下，不认可证据真实性的情况很常见，

较高比例的案件会提出鉴定申请，在一定程度上有拖延诉
讼的风险。而对于经司法区块链验证的证据有较高的认可
度和信任度，很少申请鉴定或勘验程序，当事人表现更加
诚信，善意度更高。”佘贵清说，实践证明，区块链技术具
有的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不可篡改和可溯源的特点，可
以在司法领域开拓较大的应用空间，客观上对互联网信任
体系的建立也有推动作用。

2019 年 4月 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首个采用“天平链”
证据的判决出炉。该案中，原告公司的一张已登记著作权的
图片被被告公司在其公众号文章中使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
赔偿7000元及为制止被告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3000元。

“天平链”是如何在此案中发挥作用的呢？
原来，原告公司曾向第三方存证平台申请被侵权电子

数据存证，并且通过跨链操作将版权区块链的摘要数据在
“天平链”上存证。通过大数据监测发现，本案原告在其
平台上存证的电子数据被侵权，相关的侵权图片线索通过

版权链收集再次在“天平链”上存证。
当诉讼发生时，北京互联网法院电子诉讼平台调取

“天平链”进行自动验证，验证结果显示涉案证据自存证到
“天平链”上后，未被篡改过，得出区块链存证“验证成
功”的结果。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朱阁向笔者介绍说，“天平链”
为法官减轻了负担，以往繁琐的取证验证环节如今在她这
里被简化为“绿钩”和“红叉”，证据是否被篡改过一目
了然。

据了解，北京互联网法院不断丰富天平链“生态”，
目前已包括版权、著作权、供应链金融、电子合同、第
三方数据服务平台、互联网平台、银行、保险、互联网
金融等内容。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天平链在线证据采
集数据超过 1348 万条。当事人通过电子诉讼平台提交的
材料全部通过天平链进行了存证，在线验证证据文件
4290 个。

网上案子有说法
法律规则来护航

互联网法院是集中管辖互联网案件的，而很多互联网
纠纷具有类型新、领域广、技术性强、复杂程度高等特
点，通过审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互联网案件，不断明
确网络空间交易规则、行为规范和权利边界，完善互联网
司法裁判规则体系，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这是互联
网法院的使命，也是其最重要的创新探索。

如引起热议的“教科书式耍赖”名誉权案、“微信红包
聊天气泡”著作权案及不正当竞争案等，一些颇有难度的
业界新案都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结案。

“在面对互联网产业飞速发展及其带来的多重新型挑战
时，相关司法机关需要顺应时代趋势，积极树立规则来持
续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以便护航互联网新业态发
展。”佘贵清说。

在打击网络乱象时，互联网法院的判决展现了“刚”
的一面。

在应用商店中，某个不起眼的APP“迅速蹿红”，令人
困惑；视频网站上，网剧播放量动辄几十亿，平均下来

“每位中国人都不止看了一遍”；部分明星，单条微博的转
发量就超过1亿，堪称不可思议。惊人流量从何而来？很多
是靠刷出来的。但是，怎么刷？谁来刷？如何从中获利？

2019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全国首例“暗刷流
量”服务合同一案，以此树立了“以‘暗刷流量’交易为
目的订立的合同无效”的裁判规则。

此案中，双方当事人通过微信就“网络暗刷服务”达
成协议，并已交易三次。在第四次时，被告认为投放的流
量存在虚假情况，仅同意向原告支付约为约定金额一半的
酬劳。因而双方产生了纠纷。

最终，法官判决此类合同无效，并且收缴了双方通过
此合同牟取的所有非法利益。此案当事人双败皆服，表明
了司法对于此类行为的否定态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保护互联网新内容创作时，互联网法院的判决又展
现了其“柔”的一面。

以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第一案为例，“‘抖音’短视
频著作权案”保护了正能量新类型作品的著作权，也激励
了优秀文化产品的创作。

涉案视频是一则由抖音用户“黑脸 V”制作发布的 13
秒短视频，随后该短视频被抹去本应浮在页面上的水印，
出现在了伙拍平台上。抖音平台便将该平台诉至法院，要
求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在采访时，张雯院长作为主审法官，向笔者介绍了此
案件背后的裁判要点：其中最具有争议性的是，仅有13秒
的涉案视频是否具有独创性从而需要受著作权法保护。

“我们为此专门召开法官会议研讨，向专业人士咨询，
最终根据‘独立完成且有创作性’的裁判原则，肯定了涉
案短视频的独创性。”张雯说。

“此案的判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张雯说，“很多互
联网产业想在互联网法院寻求著作权法的保护，我们也要
契合行业的发展，进而起到对产业界的引导作用。”

除了以上直接推进互联网产业法治化进程的案例
外，北京互联网法院还通过回应互联网前沿问题、厘清
新型概念的实质、界定新型规则来促进新技术的应用和
保护。

北京互联网法院做出的探索，在世界上引起了关注。
2019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已经接待外宾来访47场，覆盖了
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波兰、澳大利亚等6大
洲44个国家和地区。

卢森堡副首相兼司法大臣费利克斯·布拉兹赞叹说：
“仿佛来到了未来世界！我们将向北京互联网法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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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北京互联网法院——

网上官司网上打 网络纠纷有说法
叶晓楠 任妍妍 何玥

饭圈饭圈““黑话黑话”“”“影射影射””也构成侵权也构成侵权，，
由网络侵权言论所带来的由网络侵权言论所带来的““打赏打赏””收入收入，，
如果被认定为违法所得如果被认定为违法所得，，法院可予以收缴法院可予以收缴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919日日，，北京互联网法北京互联网法
院联合多方发布了院联合多方发布了《《北京互联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粉粉
丝文化丝文化””与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问题研究与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问题研究
报告报告》，》，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

一天一天 2424 小时任何时间都能申请上小时任何时间都能申请上
诉诉、、一则短信弹屏文书就成功送达一则短信弹屏文书就成功送达、、一一
个视频电话就能完成庭审流程个视频电话就能完成庭审流程、、一趟也一趟也

不用跑法院……这些新奇的事儿在互联不用跑法院……这些新奇的事儿在互联
网法院统统变成了现实网法院统统变成了现实。。

目前目前，，杭州杭州、、北京和广州三地已先北京和广州三地已先
后成立了互联网法院后成立了互联网法院，，在线庭审平均用在线庭审平均用
时时4545分钟分钟，，比传统审理模式节约时间约比传统审理模式节约时间约
33//55。。

不跑法院怎么打官司不跑法院怎么打官司？？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
怎样与司法审判深度融合怎样与司法审判深度融合？？新型互联网新型互联网
诉讼规则如何确立诉讼规则如何确立？？近日近日，，本报走进北本报走进北
京互联网法院京互联网法院，，一探究竟一探究竟。。

北京互联网法院的一位法官在进行网络法庭模拟开庭
演示。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百度百科词条侵犯名誉权案件审理现场。 曹 益摄

黄淑芬状告某律所律师网络言论案宣判现场。
刘建华摄

黄淑芬状告某律所律师网络言论案宣判现场。
刘建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