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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020〕10 号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贵州、

云南、宁夏、陕西省（区、市）高级人民法院：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精神，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充分

保障人民群众合法诉讼权益，有效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满足人民群众多元、高

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需求，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全面促进司法公正、提升

程序效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已经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审议通过。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

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字〔2019〕42 号），

确保重大改革措施于法有据。现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有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20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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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

神，现就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提出方案如下： 

  一、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 

  以全面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根本目标，推动完善民事诉讼程序规则，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模

式，不断激发制度活力，全面提升司法效能，推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审

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切

实提升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

民安居乐业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作为出发点，

积极拓宽纠纷解决渠道，完善纠纷解决方式，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

取信于民。充分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根据案件类型和复杂程度，适用不同的

审理程序，配置相应的司法资源，优质、高效、低成本地解决矛盾纠纷，努力让

司法更加亲民、诉讼更加便民、改革更加惠民，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三）坚持依法有序推进。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和法定程序推进试点工作。涉

及调整适用现行法律规定的，由立法机关作出授权决定后组织实施。对于实践证

明可行的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并推动上升为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推动顶层

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实现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四）坚持强化科技驱动。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

手段破解改革难题、提升司法能力，促进语音识别、远程视频、智能辅助、电子

卷宗等科技手段的深度应用，适度扩大在线诉讼的覆盖范围，推动实现审判方式、

诉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 

  二、主要内容 

  （一）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健全特邀调解制度，加强特邀调解名册管理，完

善诉前委派调解与司法确认程序的衔接机制。合理拓宽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

经律师调解工作室（中心）等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

依法调解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按照程序要求，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

确认。完善司法确认案件管辖规则，符合级别管辖和专门管辖标准的，由对应的

中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受理。 

  （二）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加强小额诉讼程序适用，适当提高小额诉讼案件

标的额基准，明确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范围。进一步简化小额诉讼案件的审

理方式和裁判文书，合理确定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期限。完善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

程序、普通程序的转换适用机制。 

  （三）完善简易程序规则。对需要进行公告送达的简单民事案件，可以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明确简易程序案件庭审和裁判文书的简化规则，完善简易程序审

限规定。 

  （四）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探索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部分民事案件，明确适用独任制审理第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具体情形。

探索中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可以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部分简单民事上诉

案件，明确适用独任制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的具体情形和审理方式。建立独任制



与合议制的转换适用机制。 

  （五）健全电子诉讼规则。明确诉讼参与人通过人民法院信息化平台在线完

成诉讼行为的法律效力。当事人选择以在线方式诉讼的，可以以电子化方式提交

诉讼材料和证据材料，经人民法院审核通过后，可以不再提交纸质原件。经当事

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可以采取在线视频方式开庭。

明确电子送达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和生效标准，经受送达人同意，可以采用电

子方式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三、试点范围和期限 

  （一）试点范围：北京、上海市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南京、

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洛阳、武汉、广州、深圳、

成都、贵阳、昆明、西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北京、

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 

  （二）试点期限：试点期限为二年，自试点实施办法印发之日起算。 

  四、方案实施 

  （一）制定印发试点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

革试点实施办法，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作为推进试点工作的具体依据。 

  （二）积极开展试点工作。各试点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试点

方案和试点实施办法开展试点工作。各试点地区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工作实际，制

定具体实施方案和相关制度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做好试点指导工作，并适时向党

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 

  （三）推动法律修改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和实效评估的

基础上，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推动修改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条文，配套完善相关司



法解释。 

  五、组织保障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及其

分工方案，试点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推进，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司法部等作为参加单位。最高人民

法院加强对试点工作的跟踪指导、实效评估和总结验收，定期与各成员单位沟通

协商，确保试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