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司法拍卖、微信查诉讼信息、
智慧法院建设、检务云战略、法律服务
网……浙江司法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为“互联网+司法”实践开了先河。

2015 年 11 月，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巴
巴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借助阿里
互联网平台的云计算能力和用户数据，建
立“审务云”平台，力求实现当事人协查信
息共享、文书送达、金融犯罪预测预防等

“互联网+”功能。
对于“老赖”而言，这不是一个好消

息。因为法院可以实现涉诉当事人资产
信息的在线查询，得知涉诉当事人的支付
宝、余额宝资产，并依照法律程序予以冻
结、划扣。

但律师和普通民众却享受到前所未
有的便捷：浙江法院在全国率先开出律师
服务平台微信端，广大律师通过浙江省执
业律师身份验证后，可申请文书生效证
明、排期冲突查询、关联案件查询，甚至进
行微信端证据提交，真正实现了诉讼服务
移动化；通过全国最先进的“互联网+案
款管理”，能让当事人在手机、电脑上完成
所有涉案款项的缴纳和退还手续。

把互联网融入司法，浙江在不断尝试
和创新：在全国率先实行网络司法拍卖改
革，今年1—9月，法院通过淘宝网司法拍
卖总成交额为368亿余元；在全国率先开
通了三级法院一体化的法院公开网，去年
上网公开裁判文书居全国首位；运用智能
语音识别技术、远程视频监控技术，建成

“远程视频提审系统”，检察官足不出户完

成远程提审；开通浙江省公共法律服务
网，“一键”享受所有公共法律服务……

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利用，还为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提供了无限可能。省发改
委、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地税局、省旅
游局、省安监局等 14 部门制定出台了本
行业领域的失信黑名单制度。省高院还
联合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法院
所涉全部被执行人进行督促执行和信用
惩戒，一旦上了黑名单，在借贷、消费、出

行、住宿、交友等多个场景下都“寸步难
行”。嘉善人王义（化名）体验过“失信黑
名单”的厉害，因为欠下 8.5 万元不肯偿
还，他在云南竟买不到一张回老家的飞
机票。

互联网技术，让司法为民的途径和办
法越来越多样化。浙江正在逐步构建一
个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司法阳光体
制，让公平正义看得见、摸得着，更感受得
到。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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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区法院的网络调解室 阿里巴巴建立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

——看“互联网+社会治理”的浙江实践

（上接1版）

2011年，“浙江省平安建设信息系统”蹒
跚起步，到今天，它已经横向融合了省、市、县
4000个部门的信息资源，纵向实现省、市、县、
乡、村、网格6个层级全覆盖，全省乡镇（街道）
1.7 万多个站所和所有的村（社区）均开通了
系统终端。与此同时，省综治办、省委组织
部、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等16个部
门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全省基层社会治理“一
张网”建设的通知》，指导各地在2.3万个行政
村、城市社区以下划分了10.9万个网格，配备
了23.4万余名专兼职网格员，发展了230余万
平安志愿者，注册平安浙江手机客户端用户
近200万个，有力协调推动“上面千条线”和部
门“七网八网”汇成基层治理“一张网”，真正
实现线上线下有机融合。

综治视联网是浙江省综治部门着力打造
的“第二张网”，现在已经全面覆盖到省、市、
县、乡镇（街道）。G20峰会召开期间，桐庐县
所有景区向杭州市民免费开放。免费首日，
原本每天只能接待1万多人的瑶琳仙境景区，
突然涌入2万多游客。县领导通过综治视联
网平台召开紧急视频会议，直通乡镇和部
门。景区现场情况通过高分辨率卫星影像、
视频监控、手机警情上报等信息渠道到达会
场，供与会人员决策。

这是视联网实践运用的生动体现。可视
化调度、多部门协同、多资源整合……省市县
乡四级贯通的视联网在G20峰会期间发挥了
重要作用。省综治办负责人告诉记者，G20
峰会前期，通过视联网召开过18次全省矛盾
纠纷调处会，高效而且快捷。浙江还建成了
全国公安机关规模最大、覆盖全省的PDF数
字集群通信系统，实现了总指挥部、基地指挥
部、各检查站及安检点的视频指挥系统快速
入会、自由通话。

此外，浙江通过重点公共区域视频监控
的联网应用，织就了一张严密的“天网”。在
全省184万个监控探头中，有70%以上的重点
公共区域已经实现了视频监控的联网，做到
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建立基层综治中心，是浙江省广大干部
群众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基本精神，积极探
索实践的创新成果。近几年来，浙江省开展

“互联网+社会治理”探索，在县乡两级综治中
心的基础上深化建设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
台，建立健全网上网下联动工作机制，使其在
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日益明显的
作用。在24小时“营业”的杭州桐庐县社会治
理综合指挥平台，记者看到，全县政务热线、
民生热线以及手机客户端、平安通手机里的
咨询、求助，都通过平台汇入“浙江省平安建
设信息系统”，每月超过15000条。这些事件，
有专人处理，可跟踪监督。民生服务、治安隐
患、医疗保健、政策咨询……事件来源、类型、
趋势一目了然。通过两级平台，全省日均网
上处理信息1万余件，95%以上的矛盾问题在
镇村得到妥善解决。

2014年，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
实施意见》，按照目标化管理、项目化推动的
思路，确定36个重点项目，分步实施、有序推
进项目创新，逐渐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体
系，让基层治理的各种资源在网上融合，扁平
化、交互式、快捷性的互联网特点得到充分运
用。社会治理不再只是自上而下，而是线上
线下良性互动，真真正正夯实平安建设的根
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

当人们习惯通过淘宝购物、用微信付
款时，浙江的矛盾纠纷化解的手段也逐渐
向互联网领域迈进。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完
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浙江
在11个设区市和18个县（市、区）开展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项目化运作试点，培育具
有创新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纠纷化解
机制。建设“多元化纠纷解决网络平台”，
是其中重点突破的项目。

“你我相隔千里，却又咫尺天涯。”重
庆一家网贷公司负责人对一起案件的审
理过程记忆犹新。这是一起15万元的网
上借贷纠纷案。因为原告在重庆，被告在
上海，案子却在杭州西湖区法院开审。本
来以为很麻烦，但后来他们在各自的办公
室完成了庭审。只用了 40 分钟，案子就
成功调解。

这是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在省内首个
网络调解平台基础上，建立的电子商务网
上法庭，它把诉讼调解的每一个环节都搬
到网络上。当事人不管是在办公室、家
里，还是在网吧、旅店、餐厅，只要有网络，
有电脑，就能参加调解、庭审。在杭州余
杭区，当地执法司法部门充分运用了阿里
巴巴的资源，探索电子商务时代的大调解
模式，包括建立网购调解处理中心，开展
网上远程视频调解、审判等等。

以加大网络调解为突破口，多元调解
在浙江大地如同雨后春笋，生机勃勃——

在金华市浦江县，一个功能齐全的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在今年5月“开

门营业”。30 个品牌“个人调解工作室”
入驻，村党支部书记、律师、心理咨询师、
平安志愿者等各行各业的调解能手“加
盟”，让调解中心深受群众青睐。正是凭
着这种“啃硬骨头”的精神，浦江县开展了

“陈尸”专项清理工作，化解“陈尸”背后的
疑难纠纷。

在义乌国际小商品城，应用第三方平
台开展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调解，从业5年
以上、有丰富知识产权案件办理经验的律
师加盟，帮助商户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

“金牌调解员”、律师王慧玲助推义乌市
157家网吧的3万余台电脑完成了软件正
版化。

浙江还把“建设统一的网络信访平台
和电话信访平台”写入新修订的《浙江省

信访条例》。全省借助信息化手段，实
现信访工作全程“留痕”、更加“阳光”，
确保信访事项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
可评价。

靠顶层设计明确方向，用基层探索投
石问路。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的不断完善，
解决了大量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出现
的矛盾、问题。在全省部署开展的社会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各地各部门就拆
迁安置、社会改革、劳动保障等重点领域
以及外来人口聚居区发生的矛盾纠纷，联
动排查化解。今年1至9月，全省11.4万
件矛盾纠纷成功化解率达99%；108件省
级挂牌督办重大矛盾纠纷，成功化解 96
件，化解率达88.89%，为G20杭州峰会的
顺利举行构筑了安全屏障。

网上调解
——打开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突破口

智慧司法
——打造公开透明的阳光司法体制

杭州下城区法院集控中心全时掌控执行案件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