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白艳利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贾宇在第四次数

字法院建设推进会上曾指出， 应用场景建设的生命力在于

应用， 最终成效还是要体现在司法工作的提质增效和人民

群众获得感的提升上。 数助办案场景为审判一线带来了诸

多改变， 就像一棵树， 一线实务经验丰富了树的枝干脉络，

而树的苍劲有力又为法官提供及时的庇护和依靠， 是助手，

也是伙伴， 是诤友， 更是智囊。

□ 安泰

执行工作中如何解决查人找物

难？ 如何提升执行规范化？ 如何进

行源头治理？ 数字法院建设为解决

这些难题指明了方向、 搭建了平台。

我逐渐感受到了数字化为执行带来

的时代红利，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助推财产查控全景化

徐汇区法院在一起执行案件中

未发现被执行人朱某有可供执行的

财产， 只能终结执行程序。 与此同

时， 朱某在虹口区法院也有执行案

件。 朱某作为申请执行人， 对债务

人享有一笔债权。 朱某本应向徐汇

区法院报告该笔财产， 但是他不仅

没有报告， 反而打起了逃债的算盘。

由于存在信息壁垒， 朱某的瞒

天过海差一点就成功了， 但最终没

能逃过应用场景的筛查。 我们收到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执行和解逃

避他案债务提示预警” 场景提示后，

立即传唤朱某到庭， 告知其私下逃

债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慑于执行

惩戒， 朱某追回被转移的全部案款

交法院履行债务， 并具结悔过。

现在打开办案系统，智能查控的

财产种类越来越多。得益于智能查控

的应用，我手里的“终本”案件一件件

恢复执行，终本率也越来越低。

近期， 上述小切口应用场景已

被汇集为“执行案件财产查控提示

小聚大” 场景， 帮助我们针对体量

庞大的“终本” 案件自动查询、 智

能分析、 主动提示， 一次性“全景

呈现” 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

助推执行规范可视化

应用场景的建设也实现了执行

中主动提示、 即时作为。

在一起民间借贷案件执行中，

被执行人去向不明， 执行中的送达

和调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就此时，

我们收到了“被执行人服刑监禁信

息提示预警” 场景提示， 得知被执

行人因刑事犯罪， 已被送监服刑。

我们随即与监狱对接， 顺利找到被

执行人。 该案申请执行人最终对法

院细致全面的执行工作表示了肯定。

随着“执行拍卖拖延” “执行

款合理期限未发放” “执行完毕未

解除限制措施” “再审后未及时裁

定终结执行” 等系列场景的建设运

行， 财产处置的每个环节、 信用恢

复的及时跟进被纳入全流程可视化

数字监管， 大大促进了执行规范性。

助推执行治理源头化

当前， 数字法院建设已迈入高

质量、 纵深化的新发展阶段， 不仅

要聚焦于个案执行完毕， 还要放眼

于执行前端治理， 避免程序空转。

我们发现，近年来有数量庞大的

劳动纠纷案件执行不能，而这些案件

所涉及的用人企业往往高度重复。对

此，我们探索建立“劳动仲裁纠纷案

件执源问题协同治理” 应用场景，与

人社部门以及破产法院建立数据互

通共享协作机制，从源头甄别发现倒

闭企业，开辟首案快审、快执、快速转

破产的绿色通道，让目标企业进入破

产程序，实现“一件事”终局性办理。

数字法院不仅仅是技术变革，更

是一种理念、思维和机制的根本性改

造。这场重塑性变革正不断推动执行

工作迈向现代化， 向着能动履职、信

用修复、 源头治理等方向开拓发展。

为此，我们将不断努力奋进！

（作者为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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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法院

加强办案流程规范的

“得力助手”

基层法官最焦虑什么？是收到疑

难复杂的棘手案件吗？相较于实体之

难，我们更怕的是出现程序硬伤。 尤

其是作为收案量较大的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的一名刑事法官，办理

的速裁和简易程序案件多、 审限短，

速裁案件审限最短的只有 10 天！ 此

时，我真的希望有一位得力助手帮忙

“排雷避坑”。

去年， 应用场景尚处于起步阶

段时， 大家还很新奇。 一天， 庭里

的一位年轻法官兴奋得满脸通红，

逢人就说： “你们知道吗？ 场景真

的很有用！” 原来， 她独任审理的一

起案件， 判决生效后因罪犯患有严

重疾病进入暂予监外执行程序。 这

类案件数量不多， 之前无硬性要求，

一般由原审判组织继续审理， 所以

她打算独任审理。 可立案后不久，

她和书记员收到暂予监外执行案件

审判组织组成规范场景提示： “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工作规程， 该

类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

因为有场景提示， 避免了一起

程序差错。 这件事对庭里的同事内

心触动很大。 类似的小切口场景，

每一次触发， 都可能直接避免程序

硬伤。 这位助手， 堪比战友！

提供精细裁判指引的

“贴心伙伴”

关于罚金刑的场景听起来或许

不那么高大上， 可为何却深受我们

一线法官的喜爱呢？ 因为罚金判罚

容易出错是困扰着一线法官的“心

病”。关于罚金刑的规定，分散在刑法

条文、 司法解释或者量刑指导意见

中。 在大量简案快审的情况下，法官

稍有不慎就可能在罚金刑上“翻船”。

有同事为了防止罚金刑出错会把特

殊规定逐一写在便笺纸上，密密麻麻

将电脑屏幕贴成了“向日葵”， 并自

嘲：心怀焦虑，向阳而生！

多个罚金刑特殊规定场景陆续

上线后，大家充满了期待。 可起初这

位小助手也曾给我们带来过困扰，如

推送不够精准、 特殊规定指向不明，

让我们不时虚惊一场。虽然有过这样

的小插曲，但情况逐步发生改变。

几天前， 调入刑庭不久的同事

在办理一起容留卖淫案件时， 收到

了一个罚金刑场景提示， 提醒其注

意司法解释中罚金刑特殊规定。 他

收到提醒后依据指引第一时间得以

明确特殊规定的要点， 笑言“小助

手真是太贴心了！” 原来一线的呼声

得到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数字法

院建设专班的高度关注， 项目组对

特殊规定和提示语进行详细梳理、

分类聚合， 确保起到精准高效防错

的作用。

类似的场景聚合优化， 虽朴实

无华， 却聚焦一线真需求， 在用心

的同时又多了一份贴心。

赋能高效案件质检的

“可靠诤友”

随着应用场景建设的深入， 我

发现自己对场景的期待也越来越高，

希望场景还能在实体上帮我们加一

道“辅助” 和“质检”。 例如， 危险

驾驶案件在一线审判中占比较高，

看似简单， 却涉及很多细化规定。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要素式审判辅助

模型应运而生， 法官只要点击量刑

建议板块， 立刻会呈现自动抓取的

要素及刑期测算区间。 我们办理一

起危险驾驶案件时， 通过使用该模

型进行测算， 发现建议量刑偏离了

测算区间， 于是对全案情节进行再

次审查， 对罚金刑适度上浮， 确保

在轻罪案件中切实体现宽严相济。

类似的要素式模型， 不仅有助

于我们把握案件要点， 也有助于及

时发现实体问题， 不是“真友” 但

又胜似“诤友”。

延伸法官审判职能的

“强大智囊”

随着场景的进阶， 场景也能够

助力推动一线法官“破圈” “跨

界”， 跳出案件本身， 对“三个效

果” 统一进行立体化思考。 例如，

我们在刑事案款发放时发现， 部分

被害单位已经破产清算后注销， 但

这些单位前期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

涉诉案件， 如有未按时缴纳的诉讼

费， 注销后法院执行困难， 国库资

金会有所流失。 破产企业应缴未缴

前案诉讼费用在破产程序中进行债

权申报场景推广后， 法官可以第一

时间与破产管理人联系， 及时将前

案诉讼费用进行债权申报。

虽然基层复杂案件占比不高，

但是案件基数大， 同样有很多新类

型和疑难复杂案件。 今年 3 月， 在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党组组织召开的

一次数字法院交流会上， 一线法官

畅想场景能否与法答网、 案例库智

能互联。 不久前， 我们得知部分民

事案由中法官所畅想的智能互联已

经技术实现， 可与全国法院智慧成

果精准匹配， 一触即通。 这犹如打

开了办案的“任督二脉”！

一个个鲜活的场景， 让我们有

了更多的获得感和价值感， 越来越

多的一线法官也自愿加入场景建设

的队伍， 我们期待与数字法院应用

场景这棵大树一起茁壮成长， 守护

公平正义常青！ （作者为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

“数助办案场景”改变审判一线

全景化、可视化、源头化……

数字法院助力解决“执行难”

2024 年 8 月 2 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第五次数字法院建设推进会， 法官、 行

政机关负责人、 企业代表、 律师等在会上围绕应用场景实效作交流发言， 今天就来看看法

官们关于数助办案场景的应用体会以及数字化如何助力解决“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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