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全市各级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要自觉把深入推进在线诉讼服务作为全面提
升线上化解矛盾纠纷和诉讼服务能力的必然要求，作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
设成果的具体检验，积极引导广大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案件当事人通过重庆法院
律师服务平台、重庆法院公众服务网、重庆“易法院”手机APP、重庆移动微法院（微信小
程序端）等在线方式接受诉讼服务、参与诉讼活动，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立案申
请、诉讼交费、参与调解、证据交换、远程庭审、文书送达等诉讼事项。全市法院要严格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在线诉讼服务规程和操作指南，确保在线诉讼合法
规范、指引清晰、简便易行；要通过证件证照比对、生物特征识别、实名手机号码关联等
方式在线完成身份认证，提供各方诉讼参与人诉讼平台专用账号，实现“人、案、账号”匹
配一致；要充分尊重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模式的选择权，对当事人同意案件在线办理的，应
当在信息系统确认、留痕，确保相关诉讼活动的法律效力。

二、全面推进网上立案

全市各级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要通过建立绿色通道、开展专项培训等方
式，让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配合并引导、帮助案件当事人熟悉并积极通过重庆法院
公众服务网上的“易诉”平台、重庆“易法院”手机APP和重庆移动微法院的“我要立案”模块提
交网上立案申请。全市法院要进一步规范网上立案的审核流程，对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受
理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对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应当通过在线诉讼平台一次性告知
应当补正的内容和期限，逾期未补正的，起诉材料作退回处理；要严格执行网上立案审核
时限，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通过网上平台提交的申请，一律在七日内完成审核；要全面落
实网上立案无纸化办理要求，除确有必要提供纸质材料外，一律接收电子材料并依法立
案；完善网上交费流程，当事人可以根据人民法院发送的交费通知、交费编号通过网上银
行、扫描二维码进行网上交费并获取财政电子票据，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积极引
导当事人网上交费和直接使用财政电子票据，不需要到法院换开纸质票据。

三、广泛开展在线调解

全市各级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要加强协调配合，整合汇聚各方力量，积极
依托在线调解平台，有效促进矛盾纠纷的在线化解；要坚持把通过非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作为第一选择，要积极向当事人介绍非诉方式化解纠纷的优势。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要熟练掌握通过律师服务平台操作流程和方法，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重庆法院“易解”平
台、重庆“易法院”APP的“我要调解”、重庆移动微法院的“诉前调解”等模块申请在线调解。
全市法院要进一步健全在线调解流程，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律师等纠纷
化解力量，共同提升调解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健全诉调对接机制，对在法院立案窗口或
通过网上提交起诉材料后，经审查属于依法可以调解的纠纷，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可直接
导入“纠纷易解平台”开展在线调解；要加大对在线纠纷多元化解的司法保障力度，加强人
民调解员业务和技能培训，鼓励调解员通过“易解”平台进行在线音视频调解；当事人对在
线达成的调解协议提出的司法确认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依法确认。

四、稳步推进在线庭审

全市法院将进一步加快网上法庭标准化建设，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要积极鼓励和
指导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规范化的远程出庭室，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要迅速熟悉重庆法院网上开庭操作规程，并引导当事人通过网上开庭方式远程参与庭审。
要严格落实网上庭审操作规程，对当事人不同意在线庭审、不具备在线庭审技术条件以及
需现场查明身份、核对原件、查验实物等情形的案件，不得适用在线庭审。在线庭审活动
一律以在线视频方式进行，不得采取书面或者语音方式；要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同步生成庭
审电子笔录，由审判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在线确认，确
保在线庭审活动效力。在线庭审中法官一般应当在法庭内，确需在其他场所在线开庭的，
应当报请本院院长同意，并保证开庭场所庄重严肃、庭审礼仪规范。在线庭审应当遵循诉



讼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请回避、举证、质证、陈述、辩论等诉
讼权利。对当事人明确同意在线庭审，但不按时参加或者庭审中擅自退出的，除查明确属
网络故障、设备损坏、电力中断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外，可以认定为“拒不到庭”和“中途退
庭”，分别按照诉讼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五、用好诉讼服务热线

全市各级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要广泛宣传并积极引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和当事人通过拨打各法院公开的诉讼服务联系电话和12368诉讼服务热线（已开通部
分服务功能，正在升级调试中）办理查询咨询、案件延期、联系法官等诉讼服务事项。全
市法院要落实专人负责接听，并根据每日接听量，调整增加接听人员，避免出现长时间占
线等待等情况。对于来电咨询事宜，客服人员能够直接予以答复的即时答复，不能即时答
复的，应及时转交案件承办人予以答复。要进一步拓展在线诉讼服务功能，向当事人和社
会公众在线提供诉讼咨询、交费退费、信息查询、联系法官、申诉信访、举报投诉等全方
位诉讼服务，保障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获取司法信息、办理诉讼事项。

六、积极应用电子送达

全市各级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要广泛宣传电子送达在提升诉讼效率、保障
诉讼权利方面的积极意义，督促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把接受电子送达参与诉讼活动
的优先选项，把引导说服当事人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并选择接收电子送达方式作为诚信诉
讼的重要内容。经受送达人同意，可以通过重庆法院“易达”系统送达诉讼文书，也可以通
过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等电子方式送达文书和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根据诉讼法
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不得采用电子方式送达。

七、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全市各级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要通过官方网站、微博微信、报纸杂志、新
闻客户端、电视等各类媒体，向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社会公
众宣传在线诉讼相关内容，提高选择网上诉讼服务的接受度和首选率。全市法院要加强信
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信息化平台的系统对接，确保各项诉讼服务
数据实时汇聚。要进一步升级律师服务平台，优化完善“易诉”“易解”“易达”平台，拓展在
线诉讼服务功能，对接实践需求，优化使用界面，提升用户体验，确保在线诉讼服务系统
集成、高效便捷，保障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获取司法信息、办理诉讼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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