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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下午2点半，杭州互联网法院依法

公开审理原告张某诉被告苏州某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

一案。

庭前，承办法官蓝仙明一早就来到第13号法

庭，打开电脑，连接上在线庭审系统。此时，原告

已等候在网上，调试了一番话筒和网速，他见被

告还没上线，赶紧打去电话提醒。不一会，被告

代理人的声音从电脑上传来。

随着法槌敲响，蓝仙明开始释明杭州互联网

法院特殊的法庭纪律：“在线庭审时，原被告需保

持网络畅通，要是庭审中擅自‘掉线’、未经法官允

许就退出庭审或者关闭浏览器的话，原告按撤诉

处理，被告按缺席审判继续审理。”显然，普通的线

下庭审纪律中可没有这样的要求。

“现在开庭！”庭审正式开始，但法庭里没有原

告和被告，只有蓝仙明一个人。他正对面墙上的

大屏幕，实时显示着法官和原、被告的画面，有人

说话，视频显示便会自动切换为发言人员。法官

时不时地点击鼠标，查看案件详情和证据材料，

与双方代理人进行交流。普通庭审中，法官发出

指令只要开口就行，而现在还要动起手来，用上

鼠标。

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王江桥告诉记者，由

于举证质证、答辩都是在线操作，所有材料也都提

交平台，法官审查后可以提前归纳出案件的争议

焦点，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在日后的庭审中，双方

只要集中争议焦点开展辩论即可，大大提高了庭

审效率。8月18日，王江桥就在平台上审理了《后

宫甄嬛传》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整个庭

审仅用时20分钟。

原告张某的代理人陈巍科对这种全流程在线

审理的模式赞誉有加。他说，自己平时代理的业

务中有较多的网购纠纷，“代理一批这样的案件，

以前光打印材料就要费不少纸张，还要一趟一趟

往法院跑，现在这样又方便又快捷。”

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表示，杭州互联网

法院将以“网上案件网上审”的思路，对现有诉讼

进行全流程再造，制定一套标准化、结构化的新型

互联网审判方式，也希望能为全国法院互联网审

判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保持“在线”是庭审纪律，
退出就意味着撤诉或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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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2点，一个立案申请“飞”进来

点击 www.netcourt.gov.cn，进

入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这里就

是互联网法官们最活跃的“办公室”。

每位法官都有自己的专属账号，根据

不同的工作需求，设置了不同的权限。

作为立案法官，潘晓最主要的权

限便是“立案管理”。相比普通的线下

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是没有“下班”

时间的。潘晓点开“待立案”界面，案

件提交的时间从早上六七点钟，到晚

上十一二点，甚至还有凌晨时分的。8

月22日凌晨2点44分，谢某某提交了

一起标的额11.9万余元的产品责任纠

纷立案申请，被告是山东威海一家销

售零食的网店以及淘宝公司。

“诉讼平台24小时全天候对外开

放，当事人或者律师随时随地都可以

提交立案申请。”潘晓介绍。

当事人提交申请的案件，法院一

般都会给15天前置调解期，之后无法

达成协议的案件，会进入待立案状态，

潘晓的工作职责，便是审查是否符合

立案条件。

“杭州互联网法院主要管辖六类

案件，有些不属于我院管辖范围的，那

就‘不予受理’；有些原告提交的证据

不够充分，可以‘退回补证’；经审查符

合立案条件，则‘决定立案’。”潘晓说，

审查结果一般有这么三种。而她的审

查结果都会在她轻点鼠标的瞬间抵达

原告方。

潘晓随机点击了原告姜某诉被告

李某、淘宝公司的产品责任纠纷一

案。该案是姜某在8月4日提交的，前

置调解期内双方没有达成和解。

潘晓做的第一步是核实原被告身

份，这是能否立案的前提条件。原告

姜某的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已经上

传，他也提供了被告李某具体地址，潘

晓认为，双方主体资格符合要求。

第二步是审查原告的所有诉讼请

求和事实。姜某起诉称，2017年6月

29日他通过淘宝网络购物平台，购买

了1份名为“魔鬼身材打造者……”的

减肥产品，但收到产品后发现没有注

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成

分表。姜某认为这是假药，要求网店

负责人李某退一赔十，共计赔偿

33000元，同时要求淘宝公司关闭该

网店。

潘晓上下拖动着滚动条，仔细浏

览了几遍，“原告的诉请和适用法律符

合诉讼的要求。”

之后，潘晓开始查阅原告提交的

证据材料，包括QQ和微信截图。她

把页面拉到下方，点击“决定立案”。

接下来，平台会同步生成《受理案件

通知书》，潘晓点击“送达”，即刻发送

给原告。同时，她一并将《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发送给被告。

从审查到立案，再到文书送达，不

过十分钟，这就是互联网法院的速

度。据统计，从5月1日试行以来，杭

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已经受理了近

2800个案件。

当事人深更半夜申请立案，法官可用碎片化时间上网办案

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24小时不“打烊”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岳丰

“5分钟提交诉状，全程网上操作，打官司不再繁琐……”打开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杭州互联网法院

送上简洁又直接的“欢迎词”。

网上案件网上了。作为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它与普通法院会有哪些不同，法院几点关门，法官案头还会

有高高的案卷么，案件审理时当事人掉线了怎么办？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日前走进杭州互联网法院，跟着互联

网法官们体验了互联网法院的“互联网模式”。

告别案卷“围城”，碎片化时间也能办案

黄忻是一位民事法官，在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里，她习惯了每天埋头案

卷的生活，她的办公桌和柜子里堆满

了一袋袋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材料。

“以前开庭前，我肯定得一头‘扎’

进案卷，为接下来的庭审作最后的‘热

身’。现在所有的诉讼资料都汇聚在

网上，我可以一边开庭，一边在线浏

览。”自从加入互联网审判团队后，她

慢慢开始适应用互联网的方式审理互

联网案件。

“案子成功立案后，自动进入诉讼

程序，‘待分案件’中会显示出刚刚立

案的案件。”黄忻作为庭长，要对本庭

案件进行初次分配。

“举证质证的期限一般是15天，

原告可以补充证据，被告应进行应诉，

提交答辩状并举证，或者也可以提出

管辖异议。”黄忻说，期间，法官可以随

时关注双方的动态，如果原被告都表

示举证完毕，便可以提前进入质证阶

段，不用等到15天。

“由于诉讼的每个步骤都会在网

上形成即时、连续的痕迹，质证记录可

以查看双方提交的意见，对证据三性

有无异议。如果快到期而当事人尚未

举证质证，平台也有‘提醒’功能，法官

点击后，系统便会发短信给当事人进

行提醒。”黄忻说。

“办公效率得到明显提高。”这是

黄忻在线办案以来感受最深的一个变

化。黄忻说，在过去的工作中，大块时

间常常被电话、会议等等各种事情所

“打碎”，很难有整段时间让她专注于

一件事。但在互联网办案模式下，她

可以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打电话

的间隙，我可以关注一下双方的举证

动态；吃完饭午休前，给当事人发个

‘提醒’，审理工作更加灵活机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