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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與教育研究中心(CJER)聯合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CCCL) 聯合舉辦

「互聯網+背景下中國智慧法院建設」網上學術研討會(2022 年 1 月 25 日) 

  
 

2022 年 1 月 28 日 

吳灝欣 

 

隨著科技飛速發展，自 2017 起，中國司法開展了與互聯網的合作，杭州互聯網法院、北京互聯網法院和

廣州互聯網法院相繼成立及運作。鑑於中國司法開創了全程在線訴訟的新模式，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司法

與教育研究中心(CJER)聯合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CCCL)於 2022 年 1 月 25 日舉辦了一場線上學術研討

會，邀請了李曉民教授作為演講嘉賓，講述中國法院在網絡空間司法治理的新規則。 

 

研討會以研究中心主任林峰教授向所有與會者致歡迎辭展開序幕。李曉民教授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律系高級訪問學者，並先後在美國喬治亞大學公

共管理研究所和德國漢堡大學等地學習。他曾在地方政府工作，2010 年選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任職中國

應用法學研究所科研處處長、研究員，主要從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理論研究和管理，自 2015 年始擔任國

家法官學院副院長，因此十分了解互聯網高速發展下的中國智慧審判建設。他先講述在線訴訟的發展現

狀，包括網上立案、網上繳費、網上證據交換及網上開庭等程序，再介紹全世界的線上訴訟和中國線上訴

訟的發展差別。他指出無論是中國或是其他不同國家，最重要之處為建立在線法律規則，來為法院遠程司

法訴訟提供法律依據。隨後，李教授介紹了現時中國法院智慧審判建設的情況，他指出互聯網法院採取在

線方式審理案件，期望以「一站式」在線解決案件起訴、調解、立案、證據交換、庭前準備、庭審、宣

判、送達、執行等所有環節。他強調現時在線庭審時長約半小時，比普通線下訴訟節省約四分之三的時

間。此外，他還以愛奇藝「付費超前點播」模式侵害黃金 VIP 會員權益的網上庭審為例，來解釋現時庭審

直播的運作。最後，他亦詳細解釋了現時中國法院的智慧審判成效，亦舉出實際數字數據來支持，例如自

2020 年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一年半之間，全中國法院在線立案多達 1219 萬件，佔全部立案近百分之

二十九，同時，在線開庭高達 128 萬次，平均時長約 42 分鐘，可見其中之成效。 

 

在李教授發人深省的演講之後，進入到主要由王江雨教授帶領的討論環節，他提出了自己對中國互聯網法

院的的真知灼見，其他與會者都藉此機會表達了他們的看法，當中不乏值得深思的獨到論點，而李教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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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了擔任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管辦（研究室）副主任李文超法官（四級高級），來更詳盡地解答與會者的

疑問。本研討會以林峰教授簡單的閉幕辭作結及向各位與會者致謝結束，他感謝各位演講者的寶貴貢獻及

所有與會者的出席，使這次研討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李曉民教授及林峰教授(由左至右)。  

 

 
王江雨教授及李文超法官(由左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