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发〔2016〕21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 

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 

为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减少当事人

诉讼成本，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现就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

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出如下意见。     

1.遵循司法规律推进繁简分流。科学调配和高效运用审判资源，依法

快速审理简单案件，严格规范审理复杂案件，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

审。根据案件事实、法律适用、社会影响等因素，选择适用适当的审

理程序，规范完善不同程序之间的转换衔接，做到该繁则繁，当简则

简，繁简得当，努力以较小的司法成本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     

2.推进立案环节案件的甄别分流。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

科学制定简单案件与复杂案件的区分标准和分流规则，采取随机分案

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方式，确保简单案件由人民法庭、速裁团队及

时审理，系列性、群体性或关联性案件原则上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对于繁简程度难以及时准确判断的案件，立案、审判及审判管理部门

应当及时会商沟通，实现分案工作的有序高效。     



3.完善送达程序与送达方式。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约定送达地址的，

人民法院可以将该地址作为送达诉讼文书的确认地址。当事人起诉或

者答辩时应当依照规定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积极运用电子方式送达；

当事人同意电子送达的，应当提供并确认传真号、电子信箱、微信号

等电子送达地址。充分利用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建立全国法院

统一的电子送达平台。完善国家邮政机构以法院专递方式进行送达。     

4.发挥民事案件快速审判程序的优势。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

规定，积极引导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对于标

的额超过规定标准的简单民事案件，或者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

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但标的额在规定标准以下的民事案件，当事人

双方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依法适

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特别程序。积极引导当事人将债权人请求债务人

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的案件转入督促程序，推广使用电子支付令。     

5.创新刑事速裁工作机制。总结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经验，加强侦查、

起诉、审判程序的衔接配合。推广在看守所、执法办案单位等场所内

建立速裁办公区，推动案件信息共享及案卷无纸化流转，促进案件办

理的简化提速。     

6.简化行政案件审理程序。对于已经立案但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行政案

件，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径

行裁定驳回起诉。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

件，探索建立行政速裁工作机制。     



7.探索实行示范诉讼方式。对于系列性或者群体性民事案件和行政案

件，选取个别或少数案件先行示范诉讼，参照其裁判结果来处理其他

同类案件，通过个案示范处理带动批量案件的高效解决。     

8.推行集中时间审理案件的做法。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

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的轻微刑事案件，实行集中立案、移

送、排期、开庭、宣判，由同一审判组织在同一时段内对多个案件连

续审理。     

9.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法官或者受法官指导的法官助理主持召开庭前

会议，解决核对当事人身份、组织交换证据目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

等相关程序性事项。对于适宜调解的案件，积极通过庭前会议促成当

事人和解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对于庭前会议已确认的无争议事实和证

据，在庭审中作出说明后，可以简化庭审举证和质证；对于有争议的

事实和证据，征求当事人意见后归纳争议焦点。     

10.创新开庭方式。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刑事案件，经当

事人同意，可以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开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可以

使用视听传输技术或者同步视频作证室等作证。     

11.推行庭审记录方式改革。积极开发利用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实现

庭审语音同步转化为文字并生成法庭笔录。落实庭审活动全程录音录

像的要求，探索使用庭审录音录像简化或者替代书记员法庭记录。     



12.推进民事庭审方式改革。对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

可以直接围绕诉讼请求进行庭审，不受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程

序限制。对于案件要素与审理要点相对集中的民事案件，可以根据相

关要素并结合诉讼请求确定庭审顺序，围绕有争议的要素同步进行法

庭调查和法庭辩论。     

13.探索认罪认罚案件庭审方式改革。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

探索简化庭审程序，但是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适用刑事速裁

程序审理的，可不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适用刑事简易程序审

理的，不受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程序限制。     

14.促进当庭宣判。对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适用速

裁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原则上应当当庭宣判。对于适用民事、刑事、

行政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应当当庭宣判。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     

15.推行裁判文书繁简分流。根据法院审级、案件类型、庭审情况等

对裁判文书的体例结构及说理进行繁简分流。复杂案件的裁判文书应

当围绕争议焦点进行有针对性地说理。新类型、具有指导意义的简单

案件，加强说理；其他简单案件可以使用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

简式裁判文书，简化说理。当庭宣判的案件，裁判文书可以适当简化。

当庭即时履行的民事案件，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在法庭笔录

中记录相关情况后不再出具裁判文书。     



16.完善二审案件衔接机制。积极引导当事人、律师等提交电子诉讼

材料，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和诉讼档案电子化，运用电子卷宗移送方式，

加快案卷在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移送。优化二审审理方式，围绕诉讼各

方争议问题进行审理，避免二审与一审在庭审和裁判文书方面的不必

要重复。强化二审统一裁判尺度、明确裁判规则等功能。     

17.提升人案配比科学性。在精确测算人员、案件数量和工作量的基

础上，动态调整不同法院、不同审判部门的审判力量。根据法院审级、

案件繁简等相关因素，合理确定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配置比例，

科学界定各自职能定位及其相互关系，最大程度地发挥审判团队优势。     

18.推广专业化审判。在充分考虑法官办案能力、经验及特长等因素

的基础    上，根据案件的不同类型确定审理类型化案件的专业审判

组织，根据案件的繁简程度确定专门审理简单案件与复杂案件的审判

人员。推进办案标准化建设，健全案例工作制度。构建法官轮岗机制，

完善业绩评价体系，激发和保持审判队伍的活力。 

19.推进审判辅助事务集中管理。根据审判实际需要，在诉讼服务中

心或者审判业务等部门安排专门的审判辅助人员，集中负责送达、排

期开庭、保全、鉴定评估、文书上网等审判辅助事务。     

20.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动综治组织、行政机关、人民调解

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公证机构等各类治

理主体发挥预防与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完善诉调对接工作平台建设，



加强诉讼与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机衔接，促进纠纷的诉前分流。完

善刑事诉讼中的和解、调解。促进行政调解、行政和解，积极支持行

政机关依法裁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     

21.发挥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积极支持律师依法执业，保障律师执

业权利，重视律师对案件繁简分流和诉讼程序选择的意见，积极推动

律师参与调解、代理申诉等工作。     

22.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

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

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存在滥

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

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

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 9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