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庭前会议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为提高庭审效率而在《民诉法 司法解释》中专门作出的
规定，庭前会议制度适用情况也关系到 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的评估指标体系中“执行合
同”项下的一 项重要指标。为更好地对标国际先进，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庭前 会议制度适
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业务学习

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加强对《民 诉法》和《民诉法司法解
释》中关于庭前会议制度相关规定的学 习，特别是要准确掌握庭前会议制度的具体内容和
基本要求，消 除认识上的盲区。各法院要将对庭前会议制度的学习纳入业务培 训计划，由
分管院领导主抓、业务部门负责人具体落实，通过采 取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在全体法官
和司法辅助人员中扎实开展 一轮专题培训，做到让办案一线全体人员对应知应会内容都清
楚明了，打消思想上的顾虑。

二、加强实际运用

要结合职业技能竞赛等工作，开展庭前会议的操作演练，通 过练习，掌握召开庭前会
议的业务本领。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也 要周密设计庭前会议预案，大胆适用庭前会议制
度，切实发挥庭 前会议提前梳理当事人相关诉讼请求和意见、组织证据交换、归 纳争议焦
点等作用。各法院要结合自身案件结构和案件特点，细 化庭前会议的具体操作规程，明确
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具体职 责，抓住提高效率这个关键来推进庭前会议制度落实到位，
确保 庭前会议的内容一般不少于《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五条 规定中的任意三项，
避免出现搞形式、走过场现象。

三、加强录入评估

要高度重视庭前会议相关信息的填录，为分析评估庭前会议 制度运行成效打下良好基
础。庭前会议召开之后，由承办人负责 组织司法辅助人员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信息填
录，并对填录 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核。具体填录方法是：进入案件管 理系统“诉
讼活动”项下选择“庭前会议”，根据提示填录相关信 息，其中关于庭前会议内容的选项应
不少于三项。市高法院将对 各法院庭前会议适用情况纳入季度审判运行态势分析通报，并
纳 入审判工作评估内容。

四、加强经验总结

要把经验总结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在推进庭前会议制度适用过程中同步落实。各法
院在细化庭前会议具体操作规程、明确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具体职责方面，取得了明显成
效的，可以形 成总结材料，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请及时报送市 高法院审管
办，为下一步制订实施庭前会议制度提供基础。

特此通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0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