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法院
□ 高远

日前， 上海法院实务专

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来

到西北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与现场师生围绕实务与理论界

共同关注的前沿议题展开交流， 深

化广大学生实务认知的同时， 更从

实践层面回应了新时代法治人才的

培养方向。

开启培育新时代高素

质法治人才新篇章

5 月 20 日至 21 日，“上海法院

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西

北政法大学巡讲”热力开讲。

5 月 20 日上午， 巡讲活动在西

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满天星报告厅

正式启动。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

出席活动并致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王理秋介绍

“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

列巡讲”项目和巡讲专家。 西北政法

大学副校长孙昊亮主持活动。

作为本次巡讲授课的实务专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

院长、一级高级法官陆卫民，上海市

松江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二

级高级法官陈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二级高级法

官庞闻淙，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肖晚

祥出席活动。

现场，陆卫民代表上海法院向西

北政法大学赠送《数字法院概论》《数

字法院前沿探索与理论构建》《数字

法院场景建设指引》“数字法院建设

三部曲”著作，范九利领受并颁发图

书捐赠证书。

近年来，上海法院与西北政法大

学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共同举办

了两期上海法院“弘扬延安精神，筑

牢政治忠诚”专题培训班，聘任了西

北政法大学 31 名教授为上海法院特

聘教授，并挂牌设立了“汪世荣教授

工作站”。 本次巡讲为双方携手培育

新时代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开启了新篇章。

启动活动后，四位实务专家分别

聚焦各自深耕领域，结合审判实践中

的丰富案例，为师生们带来精彩纷呈

的审判实务授课。

此次西北政法大学巡讲活动，由

陆卫民首讲。 授课中，陆卫民结合实

践案例，首先明确了新时代人民法官

的职责使命，深入讲解了新时代法官

应当具备的职业素养。陆卫民还从多

方面进行悉心解答，为同学们未来在

人民法院的成长路径规划打好基础。

第二讲主讲人是陈昌，他以典型

案例为切入点，围绕重点条款的规则

变革、司法应用、疑难问题，与同学们

深入探讨了新公司法下债权人保护

的制度创新与司法适用。

第三讲主讲人是庞闻淙，他结合

上海法院数字法院建设的实践，就数

字法院时代的审判监督管理作分享。

第四讲主讲人是肖晚祥，他聚焦

贿赂犯罪，和大家探讨司法实务中的

疑难问题。

从实践层面回应新时

代法治人才培养方向

5 月 21 日、5 月 22 日，“上海法

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

活动”来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来自

实务界的法官、理论界的学者与众多

学生济济一堂，共话法律前沿问题。

5 月 21 日， 巡讲活动在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文治楼内正式启动。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仁

山出席并致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政治部副主任孙婧介绍了“上海法院

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项

目和巡讲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

学院副院长秦小建主持启动活动。

作为本次系列巡讲活动授课的

实务专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光贤，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二

级高级法官黎淑兰，上海市普陀区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一级高级法

官刘力，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二级高级法官余冬爱出席

活动。

启动活动现场，王光贤、刘仁山

共同启动“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

进高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巡讲活

动”，标志着双方在院校合作新模式、

法治人才培养方面掀开全新篇章。

自 2023 年 6 月院校合作启动活

动后， 上海法院聘任了 19 名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教授为特聘教授，并挂牌

设立“胡开忠教授工作站”，共建实训

基地并定期接收优秀法学学生参与

实习锻炼，双方形成了长期、深入、坚

实的合作基础。

启动活动后，四位实务专家聚焦

刑事、民事、知识产权、数字司法等深

耕领域， 以大量鲜活的案例为引子，

交流分享审判经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巡讲活动由

王光贤领衔首讲。 讲课中，王光贤以

生动案例全面阐述了中华传统司法

智慧在新时代刑事审判发展道路中

的传承与革新，系统阐释了“情理法”

三维度的本质关联， 深刻讲述了天

理、国法、人情之于司法裁判的意义。

第二讲主讲人是黎淑兰，她以上

海法院典型案例为样本，全景式呈现

了涉专利、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等

案件中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规则。

第三讲主讲人是刘力，他从三个

直播打赏案例切入，解读了数字司法

实践中意思表示解释模糊化、合同性

质判定复合化、合同效力审查复杂化

等深层困境，并展开论述和思辨。

第四讲主讲人是余冬爱，他围绕

民事审判的基本理念、如何运用民事

审判裁判方法来实现这些审判理念

两个方面展开分享。并且勉励同学们

坚定法治信仰， 不断夯实法律功底，

在未来为维护公平正义和推进法治

建设贡献力量。

浦江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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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巡讲助力法学学生成长规划
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持续举行

自建 40 余个模型， 取得三项

场景认证证书， 一项获评优秀场

景， 她积累了怎样的技术心得？ 来

看看上海数字法院工作先进个人、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

备科 （信息管理科） 司法技术人员

林城茜与数字法院之间的故事。

问： 从法官提出业务规则， 到

最后建成场景模型， 你认为这中间

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

林城茜： 作为一名技术人员，

我觉得是编写算法。 因为场景模型

无法直接读懂法官提出的业务规

则， 它必须按照预设的算法逻辑才

能有效运行。 因此， 想要得到预期

的数据结果， 编写合理的算法就成

为了建模的关键一步。

问： 那什么是算法呢？ 能否通

俗地为我们介绍一下？

林城茜： 简单地说， 算法就是

一步一步地判断。 我们会在业务规

则梳理初期， 提前对接模型申报人

员， 了解他们的构建思路和预期效

果， 并拆解成一个个条件， 推动模

型判断出最后结果。 其中有两点对

于技术人员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真

正听清和弄明白场景要的是什么，

这是算法最核心的来源； 二是有效

引导、 推动申报人员总结出一个个

“条件”， 我们称之为“对比点”。

问： 确定算法后， 就是搭建模

型了吧？

林城茜： 是的。 搭建模型的本

质，其实就是通过模型平台，根据前

期梳理的算法，寻找适用的库表、选

择有效的字段、运用数据预处理，实

现场景建设的目标。 而在这个过程

中， 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挑战的就是

数据库表的选择和勾连问题。

可以说， 从 0 到 1 完成每一个

模型建立， 从 1 到多逐步推进应用

场景建设工作， 这其中会经历很多

的反复和来回， 但我们都秉持着

“每一步都要走得踏实” 的信念坚

持了下来。 我们所期待的， 始终是

场景线索数的精准度、 实效分析的

有帮助率、 申报人员的满意度。

问： 你刚才多次提到申报人员

与技术人员的沟通配合， 你们在这

方面有什么经验心得吗？

林城茜： 我们闵行法院组建了

数字法院建设专班， 构建了专门的

申报人员、技术人员沟通交流机制。

这其中就包括， 每建设一个应用场

景，就会组织一个小型的讨论会，邀

请申报人员上台讲一讲对于场景建

设的想法和效果预期。 我们技术人

员会在台下认真旁听， 如有疑问就现

场交流。双方从“效果”倒推“条件”，通

常当场就能把算法逻辑确定下来。

问： 你还参与设计了 “物业费支

付型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要素式审判辅

助模型” 复杂大场景 （以下简称 “物

业费大场景”）， 你认为， 大场景的建

设与小场景的建设有什么不同？

林城茜： 我觉得工作的重点不一

样。 在小场景建设中， 我们更加聚焦

“精准度” 问题， 在复杂大场景中，

我们更多地聚焦“探索实现方式”

上。 比如“物业费大场景”， 申报人

员会提出解决物业批量案件当事人诉

请和事实整理问题， 但是如何实现，

需要技术人员发挥更多的作用。

很高兴的是，当时，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信息技术部门给予了我们很大

支持，为我们提供了低代码平台。我们

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自主配置要素点，

制作各式各样的交互式表单、 文书模

板， 奠定了大场景建设快速落地的技

术基础。 当然，兄弟法院的前期建设，

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而在“摸着石头过河” 的过程

中， 我们也逐渐培养出了“逢山开

路、 遇河架桥” 的精神。 我记得， 在

建设“物业费大场景” 时， 申报人员

总结设计出九项关键要素， 但系统抓

取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沟通反思后，

对这九项关键要素进行了逻辑上的层

次分离， 收获了很好的效果。 另外，

我们通过查阅市大数据中心共享库

表、 比对多份产权登记信息表， 在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部门的支持与

指导下， 从数据安全、 个人隐私、 校

验方式、 呈现效果等多方面考虑， 通

过算法和流程的设计， 最终实现了首

批与外部数据联动的复杂大场景。

问： 如果对数字法院建设说一句

话， 你想说什么？

林城茜：技术人员要跟得上时代。

从最初的信息化阶段到现在的数字化

阶段，上海法院已经实现从“可视化展

示”到“数据深度应用”的跨越。而随着

人工智能、垂类大模型等技术的兴起，

如何将其与数字法院建设更好地融合

起来，继续赋能司法、建用并进，给更

多的人带来帮助， 这是我们所有技术

人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课题。

从0到1的建模，
是怎样的“技术活”？
□ 高远

上海诚墙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 公司注册

资本由 1000 万元减少到 500 万元，

股东按出资比例减少。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