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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院民事在线庭审程序构建中的挑战与完善

◆李丽红　刘兴达

(长汀县人民法院, 福建 龙岩３６６３００)

【摘要】“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在线庭审作为新的司法产物进入大众视野,高效、经济、无接触的新模式成为满足

司法需求的司法新宠.但在线庭审突破传统程序法理,程序规则的滞后、技术层面的保障等,给在线庭审的发展及司

法权威带来了挑战.本文旨在提出规范在线庭审规则程序,提升在线庭审的仪式感和建立法律规范、惩戒机制相结合

等完善意见,实现在线庭审价值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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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线庭审概述

(一)基层法院民事在线庭审现状

从通过 QQ审理跨省离婚案到智慧法院的推行，再到互

联网法院的创建，发展到《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的颁布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线诉讼打破了

时空、场域的限制，顺利实现了从传统线下模式到新型在线

审理方式的跨越。 这种跨越不仅是在庭审方式的改变，也

升华为互联网环境下在线庭审程序的独立性和程序规则的

构建。

在线诉讼作为新兴司法产物，主要集中在线上立案、调

解、送达等环节，对在线庭审的适用因各级法院信息化建设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相比传统线下开庭模式，在线

庭审依旧处于“热炒冷吃”的尴尬局面。 以L市 C县法院

为例，该县法院只有一间办公室的配套设施适合进行线上庭

审，所有需要线上庭审的案件都要按顺序排队等候。 ２０２０
年，该县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中判决结案１３３６件起，而

其中以在线庭审方式审理的案件仅５件，占比仅为０．３７％；

２０２１年，判决民事案件１６７０件，在线庭审适用１９件，占比

１．１４％。 ２０２２年的３~４月使用在线庭审开庭１１件。 究其

原因，主要得从在线庭审的特点进行分析。

(二)在线庭审的特点

１．便民性提升与权威性下降

在线庭审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隔阂，

足不出户即可以通过视频方式解决开庭问题、处理纠纷。

同时，离开庄严肃穆的法庭，庭审的庄严性和仪式感也会下

降，也给法官审理案件、掌控庭审带来了困难，违反法庭秩

序的行为更难以被察觉和纠正。

２．自由度加大与亲历感减弱

在线庭审过程中，弱化了法官及诉讼主体直接言词“亲

历性”和陈述方式的“口头性”，给予了当事人更大的自由

度、轻松性。 同时，在线庭审在对抗辩论的形成以及当事

人充分行使辩论权上有所欠缺，加重了审理的书面化，从而

影响心证的形成，不利于发现案件真实。

３．操作性与技术的依赖性加强

在线庭审作为新生事物，系现代信息技术与司法结合的

产物，具有较大的技术依赖性，对诉讼主体的诉讼能力也提

出了一定的要求。 当事人的操作能力也直接影响法官对整

个庭审活动的掌控；信息技术的程度完全影响在线庭审的实

现与否，稍有偏差就会对庭审活动的流畅性、稳定性产生

影响。

二、在线庭审面临的挑战

(一)在线庭审程序缺乏专门细化的程序规范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基本为原则性规定，范围较

大，较为笼统，没有单独的细则予以细化，亦缺乏统一、详

细的操作规程。 特别是基层法院更具有滞后性，在线庭审

程序的程序规范内容部分是照搬传统诉讼程序规则，甚至有

时只是将线下的庭审挪到线上进行，即在线庭审的创新仅仅

是新工具的创新，案件的审理方式仍然属于“新瓶装旧酒”

的范畴；电子技术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只是形式主义的革新，

而实质主义层面的新型诉讼规则并未妥当构建。 同时，各

地具体操作不一，缺乏统一的细化标准。 部分法院未公布

在线庭审平台使用说明，致使公众对平台操作流程不清、用

户体验感不强。 举证质证存在较多的功能缺陷，线上庭审

在交换证据这一点的便利性上仍存在着不足，在新证据的质

证上甚至还属于真空地带。 依托网络传输进行庭审举证质

证，因无直观或摸得到的材料，法官无法在第一时间形成内

心的确信，法官形成心证的时间在所难免地会延长；尽管对

在线诉讼中“实施妨害在线诉讼秩序行为”作出规定，但该

条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易造成法官在线审理无序化。

(二)技术缺陷或漏洞产生的问题

首先，在线庭审方式可能会面临网络安全问题，庭审平

台的随意性加大了黑客攻击、数据泄露的潜在风险，在线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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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更容易遭受技术攻击或发生信息泄露等网络安全问题。

其次，软、硬件配套设施难以迎合在线需求，比如，举证环

节中出示的证据较多或不清晰对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视

频画面不清、直观性变差等。 最后，信息网络平台缺乏测

试评估机制，由于法院的层级不同，配置资源不同，影响范

围也不同，信息技术的难度和要求存在较大差异。

(三)传统司法模式固化

不同受众群体对在线庭审的接受度和适应度存在差距，

一部分人认为，在线庭审仅仅为线下庭审的补充，认为其缺

乏实用性和合法性。 对于办案年龄较长的法官，在线庭审

需要掌握新的庭审技术设备、流程，与多年依赖的传统线下

模式产生冲突；对于律师群体来说，需要对现代科技有较强

的运用能力，若无专业的培训可能也无法畅通庭审过程；对

于当事人而言，对在线庭审的了解与推进取决于法院的释明

及操作规范的指引，在缺乏有效释明与指引的情况下，当事

人态度不积极、用户满意度不高，存在畏难情绪和抵触

情绪。

三、基层民事在线庭审应遵循的原则

(一)在线庭审应遵守民事诉讼基本理念

在线庭审理应满足民事诉讼程序的原则性规定，法院和

诉讼当事人均应当遵守民事诉讼规则中的强制性规定、法定

程序及基本原则，使得在线庭审具有正当性，实现其应有的

功能价值。 其次，程序正义要求民事在线庭审推广需强化

程序保障理念。 诉讼阶段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保障当事

人的诉讼权利和程序使用权利，对在线庭审的适用条件、适

用范围、线上线下庭审转换机制、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庭

审流程等程序，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自由、程序选择。

(二)在线庭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对当事人的诚信作出了更高

的要求。 当事人申请运用在线庭审方式进行庭审等诉讼行

为，应当基于善良目的，而非以电子方式恶意给对方当事人

造成诉讼滋扰或负担。 在线庭审的启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

愿或选择，但各方当事人均应审慎行使自己的权利，若恣意

转换诉讼方式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应承担不利后果。

对于滥用选择权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法院应对此及

时予以制裁，维护法律的严肃与庄严。

(三)诉讼效益价值与程序保障原则的兼顾

在电子诉讼中，诉讼效益居于首要价值。 当前，对诉

讼效率与程序保障的把握，仍取决于法官在个案中的利弊衡

量。 在线庭审中的程序保障很大程度上通过尊重当事人的

程序自由、程序选择实现，这就要求对在线庭审作出更细

致、更严格的程序保障设计。

四、基层在线庭审的优化与完善

(一)细化在线庭审规则

１．设置在线庭审庭前准备程序

引入庭前“须知”“保证”，庭前各方诉讼参与人通过人

脸识别、CA登录、身份证件传输、实名手机身份验证等在

线身份认证，实现“人、案、账号”匹配一致，明确告知当

事人有妥善保管庭审平台账户密码的义务，让他人操作平

台、替代参加庭审等扰乱司法秩序情形的法律责任，必要时

采取民事惩戒。 用特殊字符、加重提示等标识告知当事人

庭审纪律，并要求在相对安静、敞亮和封闭场所，保持移动

设备的信号良好，文明着装。 严禁违规偷拍、偷录庭审过

程，截取、传播庭审相关视频及图片；庭前当事人在线上签

订“保证书”，承诺在庭审中遵守法庭规范，不作虚假陈

述、虚假诉讼，否则应承担相关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并电

子签名确认。

２．线上线下程序转换规则

出于程序安定与避免司法资源浪费的考量，在同一诉讼

案件中，程序转换仅限于一次。 民事诉讼中，在线庭审模

式的使用事先经过当事人同意，线上程序是当事人在意志自

由的前提下，经过慎重考虑自行选择的。 程序具有不可逆

性，法官与当事人都应当受过去言行的约束。 故当事人应

当为此前的选择行为承担相应的程序上的后果。 同时，为

保障当事人合法的诉讼权利，避免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允

许当事人转换程序一次，但当事人提出程序转换申请的时间

限制在法庭辩论终结之前。 法律不保护不履行权利的人，

对未按时参与在线庭审或中途擅自退庭的，除确属网络故障

中断或者其他不可抗力等原因外，依《民事诉讼法》中规定

的“拒不到庭”或“中途退庭”处理。

３．坚决贯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坚定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对于复杂物证、书证等证

据材料真实性的认定，可以由当事人事先将相关的物证、书

证等证据加以保全或公证，然后邮寄至法院，由法官在正式

开庭时当场向各方诉讼参与人出示、质证。 当事人无正当

理由未在线提交证据、不参与证据交换，可能产生证据失权

效果；故意违背禁止反言原则和诉讼真实义务作出误导法官

的陈述，可能导致法官作出其主张不成立、主张事实为伪或

真伪不明的认定。

４．建立破坏在线庭审秩序惩戒机制

在线庭审与传统庭审具有同等的法律效果，在线庭审同

样需要维护司法权威与礼仪。 对冒用他人身份参加电子庭

审、在电子庭审中举止不端、故意脱离视频画面、恣意扰乱

电子庭审秩序等无视法庭规范、藐视法庭的行为，可等同按

违反传统庭审规则处理，并对其予以训诫、罚款等。 根据

诉讼参与人对违反在线庭审规范、藐视法庭等行为情节设置

五档，视不同情形进行处罚，增加诉讼参与人的司法仪式感

和司法权威。



法治建设

４８　　　 　楚天法治　２０２３．１７

(二)完善技术保障机制

１．加强有关技术方面的改革与探索

通过５G网络的超高清音视频传输和智能语音识别技

术，实现“视频＋音频＋文字”同步笔录转录；通过“证件

＋指纹＋人脸”形成智能门禁，确保内部环境安全有序；通

过“隔音＋雾化”，保障内部环境的私密性、稳定性；通过

“语音＋摄像”，自动识别当事人行为。 在线庭审平台存证

端不仅需要上传云端，还应引入区块链进行存证，实现证据

采集、保存、上传等的实时性、真实性、便捷性。 同时，技

术研究公司也要定点派员驻扎至各层级法院加强沟通交流，

定期听取、维护各层级法院对在线庭审的反馈意见、及时维

护、更新在线庭审平台，不断优化在线庭审平台，共同构建

集现代化与兼顾公正效率的在线诉讼系统。

２．建立测试评估机制

以省为单位，构建测试评估小组，不断完善在线庭审所

需的技术，及时填补技术漏洞，加速提升审判执行工作的智

能化水平。 针对不同层级的系统特点，应当结合全国法院

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工程体系进行及时的推进以及修

改，每一个重要系统、重要设施都应该建立常态化问题分析

和报告机制，并加快全国法院测试评估机制的建设，真正掌

握系统的运行规律，熟悉理解需要关注的状态重点。

３．健全在线诉讼安全保障机制

在线庭审是使用专用账号和密码作为当事人及其他诉讼

参与人参加庭审的身份标识，并通过证件证照比对、生物特

征识别等在线方式，核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身份信息

的真实性。 为保障在线庭审安全提供较好的条件，可将在

线庭审数据纳入数据安全保护统一的体系，提升数据保护等

级。 在我国大力推进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背景下，对虚

假认证、盗用电子诉讼账号和密码等破坏在线庭审安全的行

为，加强司法惩戒与法律责任追究。

(三)加快传统思维的转变，开展专项培训

１．开展在线庭审系统的应用培训

在线庭审依托于信息网络平台进行，应当构建审判人

员、司法辅助人员适用在线庭审的专业培训，帮助法官、司

法辅助人员熟练掌握在线庭审程序规范及操作细则，提升适

用能力，提高司法效率。 律师群体作为法律工作者，亦需

熟练掌握在线庭审操作，可以通过司法局组织在线庭审培

训，熟练在线庭审的具体流程、庭审方式等环节，引导当事

人对在线庭审的理解与适用，推广在线庭审，节约司法资

源。 同时，要加强对当事人的释明，提醒、告知、引导当事

人跟着法庭节奏循序渐进，特别要对老年人等电子设备使用

障碍群体进行充分引导、帮助，通过实施在线庭审法律援

助、优化设置平台功能、普及在线庭审操作流程等方式，为

该部分群体参与在线庭审提供全方位的司法便利。

２．加大普法宣传，增强全民司法信息化意识

采用形式多样的方式进行在线庭审的普法宣传，可以采

取制作在线庭审操作规范小视频，宣传在线庭审保障当事人

诉讼权制度的短片等寓教于乐方式，引导、普及、推广在线

庭审，提高大众对在线庭审的了解与运用。 主流媒体、公

众号等可以采用宣传在线庭审经济、高效、无接触解决纠纷

典型案例，增强当事人对在线庭审的信任感。 社区、村委

会可以采取张贴在线庭审的相关法律法规等方式，增强公民

的庭审信息化意识，使得当事人能用上并用好在线庭审功

能，充分表达意见，经济高效明了地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

五、结束语

目前，在线庭审模式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规则程

序的笼统、技术设备的局限、传统思想的固化等问题也逐渐

暴露出来，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有形的法庭，更多的是传统

诉讼程序规则、法理。 通过设置在线庭审庭前准备程序、

明确线上线下程序转换规则、建立破坏在线庭审秩序惩戒机

制等，不断细化民事在线庭审规则；通过加强技术的改革探

索、建立测试评估机制建设、健全在线诉讼安全保障机制

等，升级信息技术；通过开展在线庭审系统的应用培训、加

大普法宣传等，加快传统思维的转变，诸如此类的完善在线

庭审模式和制度是人们未来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 只有不

断优化、细化、完善民事在线庭审，在线庭审才能真正发挥

其独立价值，推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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