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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岛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青中法〔2020〕73 号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互联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

指导意见

为支持金融机构互联网贷款业务创新发展，推进全市法院互

联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以下简称互金借款案件）审判工作

有序开展，推动金融审判与电子诉讼深度融合，提升金融审判质

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

法》《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流程网上办案暂行规定》，结合青岛

法院审判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互金借款案件一般规定

1.互联网金融借款合同的定义。互联网金融借款合同（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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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互金借款合同）是指金融机构运用互联网或移动通信等信息

通信技术完成线上贷款申请、风险评估、授信审批、合同签订、

贷款支付、贷后管理等全部或部分核心业务环节的金融借款合

同，由此引发的案件即为互金借款案件。

2.互金借款合同的特点。金融机构开展的互联网贷款业务具

有依托大数据和模型进行风险评估、线上自动运作、快速审核放

贷等特点，在提高贷款效率、拓宽普惠金融覆盖面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互金借款合同一般借款标的额较小、借款期限较短，

所涉交易过程、电子数据具有虚拟性、易篡改的特点。电子证据

取证、存证、认证是此类案件审理的重点和难点。

3.互金借款案件适用互联网审判方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互

金借款案件涉及的证据以电子形式为主，运用互联网审判方式举

证、质证更加便捷高效，全市互金借款案件应优先适用互联网审

判方式，提升金融审判信息化水平，实现起诉、举证、质证、送

达等诉讼事务全流程一网通办，最大限度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

提高法官办案质效。

二、互金借款案件诉讼规程

4.立案。金融机构通过“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山

东移动微法院”微信小程序或“山东法院诉讼服务号”微信公众

号等在线方式提交网上立案申请。立案法官通过“分调裁平台”



-3-

对起诉案件材料进行审查，原告同意调解的案件推送至人民法院

调解平台，由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的案

件，符合立案条件的通过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予以立案，生成案

号后系统自动将案件分至承办法官并推送相关立案信息。

市南区人民法院、崂山区人民法院等建有专门互金审判平台

的法院，起诉、立案适用各自平台的操作规则，可探索实现批量

立案、批量送达、在线质证、批量庭审、批量形成裁判文书等延

伸功能。

5.送达排期。通过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自动生成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传票、送达回证等程序性制

式文书，根据分案排期情况，优先通过“E 送达平台”以电子方

式送达给当事人。适用互联网审判方式的，通过“E 送达平台”

同步向当事人推送通知，告知互联网开庭时间、庭审码、诉讼须

知等。

6.案件庭审。互金借款案件应优先适用互联网在线庭审方

式。在线庭审时，依托互联网庭审平台提供的实人认证功能对当

事人身份进行甄别；根据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法院组织并指导

当事人在线举证、质证；庭审全程在互联网庭审平台上进行，形

成在线庭审笔录，庭审笔录由当事人按照诉讼平台操作提示签字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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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裁判文书制作。承办法官依托文书辅助生成系统，可在线

制作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直接提取当

事人身份情况、诉辩数据及庭审笔录，自动生成文书部分或全部

要素，承办法官予以完善或修改。简单案件可以使用表格式、令

状式、要素式等简式裁判文书，简化说理。

8.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签章、打印后，通过“E 送达平

台”等方式送达给各方当事人。

9.归档。互金借款案件应采用电子卷宗归档方式。向当事人

送达电子版裁判文书的，应及时办理归档手续。当事人提交的证

据原件和办案过程中产生的其他纸质材料原件需要提交档案管

理部门保管、备查的，应当在电子卷宗归档申请审核通过后予以

移送。

三、互金借款案件电子证据认证规则

10.电子证据主要形式。互金借款案件中，证明当事人合意

和贷款支付情况的电子证据，主要包括以下形式：（一）通过电

子签名等形成的电子合同；（二）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

和影像资料；（三）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手机短信。

11.电子证据真实性认定。互金借款案件中，电子证据存在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但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

的除外：（一）存储于原始载体的电子数据；（二）通过区块链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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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获取的电子数据；（三）当事人自认的电子数据；（四）由当事

人提交或者保管的于己不利的电子数据；（五）由记录和保存电

子数据的中立第三方平台提供或者确认的电子数据；（六）经过

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确认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的电子数

据；（七）内容经公证机关公证的电子数据；（八）以当事人约定

的方式保存、传输、提取的电子数据；（九）与通过技术手段留

痕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条的电子数据。

12.电子证据合法性认定。互金借款案件中，应当结合下列

因素综合判断电子证据的合法性：（一）保存、传输、提取电子

数据的主体是否合法；（二）保存、传输、提取电子数据的程序

和方法是否合法；（三）电子数据是否具备合法的证据形式。

13.电子证据关联性认定。互金借款案件中，应当结合下列

因素综合判断电子数据的关联性：（一）证据内容、形成时间是

否与当事人身份、合同效力等案件争议事实具有一定联系；（二）

证据是否是孤证，能否形成证据链，能否达到内心确信。

四、互金借款案件裁判指引

14.互金借款案件审查重点。审理互金借款案件，应着重审

核当事人特别是被告身份情况、当事人之间签订的电子借款合同

的效力、贷款支付及还款情况等要素。

人民法院应积极支持金融机构通过全面、系统的内控制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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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线上贷款业务的核心环节进行记录和保存，推进互金借款行为

符合“可回溯”要求，为原告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提高互金审判

质效奠定基础。

15.对原告金融机构的审查要点。互金借款案件中，应确认

原告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颁发的经营金融业务的金

融许可证。

原告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向借款人支付款项的，还应审查原

告是否提交以下证据：第三方平台的《支付业务许可证》《营业

执照》、原告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签订的《移动支付业务合作协议》

《账户支付业务合同》等。

16.对被告借款人的审查要点。互金借款案件中，应确认所

涉电子数据所属人的真实身份，即审查借款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

通信技术线上申请贷款、金融机构进行身份验证的情况，应审查

原告是否提交以下证据：借款人身份证照片、《电子身份验证服

务合作协议书》《诚信信息识别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人脸识别

照片等。

借款人线下申请开立银行卡、申请开通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业务的，还应审查原告是否提交借款人出具的《银行卡（信用卡）

申请表》《个人开户业务综合申请表》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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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对当事人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审查要点。互金借款案件

中，应审查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是否成立借款合同关系，着重

审查借款人是否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

当事人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签订借款合同的，认定当事人之间

是否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应着重审查借款合同的电子签名是否由

依法设立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认证，包括：包含电子签名的数

据电文形式的借款合同、《数字证书合作协议》《有关电子<数字

签名验证意见书>的有效性说明》及相应的数字签名验证意见等。

金融机构对互金借款合同等电子证据进行公证的，对经过公

证的电子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

认定证据效力及相应事实。

互金借款合同等电子证据既未包含由第三方机构认证的电

子签名、也未进行公证的，在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成立借款合同

时应从严把握。重点审查原告提交的人脸识别照片、视频影像截

图、还款记录等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相关证据是否形成完整

的证据链。

金融机构主张借款人通过 U 盾或 U-Key 动态密码技术在线

上发起贷款申请、签订借款合同、办理收款和还款等业务操作的，

应审查金融机构是否提交《个人开户业务综合申请表》《电子认

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证》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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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对金融机构放款、借款人欠款事实的审查要点。认定金

融机构履行放款义务，应重点审查个人电子银行业务回单、电子

银行通用凭证等证据。认定借款人的欠款（含还款）金额，应重

点审查金融机构是否提交了案件所涉借款人银行帐户（卡）交易

明细、借款人欠款明细表等证据。

19.试行时间。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试行。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年 10 月 22 日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