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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陆海 吴闻哲

本报讯 近日，因涉嫌环境污染罪而被

羁押的高某被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这得

益于绍兴市检察院自主研发的羁押必要性审

查智慧系统，实现了高效筛选辅助办案。

今年4月，高某因偷排污水涉嫌犯罪，

被绍兴越城区检察院依法批捕，相关案卷

材料也自动留存入检察机关统一办案系

统。被羁押后，高某案件由于具备“初犯、

犯罪情节轻微”等条件，被智慧系统自动筛

选出来，驻看守所检察官随即将高某列为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了解高某案的基本案情后，驻看守

所检察官主动找高某谈心，并针对智慧系

统提示的“生态环境赔偿金未缴纳”情况，

积极做高某的思想工作。在和检察官一番

谈心之后，高某说，自己很后悔当初偷排污

水，并让家人立即交清了赔偿金。检察官

于是依法向公安机关发出变更高某强制措

施的建议，高某得以取保候审。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

存在案多人少、审查效率不高、案件信息获

取不全等困难。为破解这些难题，今年初，

绍兴市检察院自主研发了该智慧系统，助

推羁押必要性审查向便捷、高效转变。

绍兴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主任诸

文彪介绍，该系统先从检察机关统一办案系

统中获取每个捕后在押人员的案件情况，再

根据预设的“相对固定要素”进行筛选。如

对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累犯、通缉

到案等案件进行自动过滤，暂不予进行羁押

必要性审查；而将轻罪案由、初犯、未成年

人、老年人等在押人员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简单地说，这套系统主要依据‘相对固定要

素’和‘相对可变要素’进行筛查，目的通过

智慧系统的筛选，让有限的办案精力放在筛

选出的重点对象上，有的放矢。”

有了智慧系统根据“相对固定要素”预

先筛选出的重点对象，检察官只要集中精

力分析“相对可变因素”，如是否有同案犯

在逃、证据是否已固定、是否取得被害人谅

解等，选定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目标案

卷。同时，对其他同类但审查条件尚不完

备的案件，检察官可以在系统内建立相应

文件夹，将这些案件归入其中，持续跟踪案

件办理进展，实现对同类案件的动态审查。

据统计，今年1至 5月，对比去年同

期，绍兴市检察机关提出释放和变更强制

措施建议数由73件提高到185件，增长

153%；建议被采纳数由64件提高到158

件，增长147%。

志愿服务更贴心

6月20日，长兴县洪桥镇便民服务中心的党员

志愿者将代办好的“生育登记服务单”为百姓送上

门。

近年来，长兴县在推进“长兴县志愿服务中心”

建设的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无差别受理”和便民服务事项“移动办”，由服务中

心党员志愿者到基层乡村定期为百姓办理各类政

务服务，让基层群众少跑路，打通服务基层群众“最

后一百米”。

新华社 徐昱 摄

羁押必要性审查有了“智能利器”
绍兴检察研发的这个系统，厉害了

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通讯员 胡芦丹 杨琛琛

天台人车灿阳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人

还款，却隐瞒了对方早已归还部分款项的

事情，结果被罚款3000元；

玉环人郭奇奎与林皓峰合谋虚构债务

120万元和厂房抵押，最后两人都因犯虚

假诉讼罪而被判刑；

临海人傅雄智竟因其经营的公司濒临

破产，让林斌等16人虚构该公司拖欠工资款

120万元，企图逃避公司债务，最后该公司、

傅雄智及林斌等人均犯虚假诉讼罪被判刑。

上述这几个人的名字如今都上了同一

张“榜单”——台州首批虚假诉讼失信人名

单。昨日下午，台州市中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向公众发布了该院《关于建立虚假诉讼

失信人名单制度的意见（试行）》，首批名单

中共有85人、6家单位“榜”上有名，均为

近三年来在全市法院审判执行过程中存在

虚假诉讼行为的人员。其中30人（单位）

已被采取罚款、拘留等民事惩戒措施。据

了解，中、基层法院两级联动建立虚假失信

人名单制度在全省尚属首次。

虚假诉讼高发，
识别难度大

台州市中院研究室主任庞威介绍，近

年来，虚假诉讼现象多发，严重扰乱了市

场秩序，妨害了民事诉讼，损害了司法公

正。从台州的情况来看，2016年至今，

全市法院共发现虚假诉讼线索362条，向

公安机关移送虚假诉讼线索202条。

玉环人郭奇奎经营一家包装公司，但

因经营不善，拖欠他人借款180万元。当

他得知有人愿意以300万元购买厂房后，

他和林皓峰合谋虚构向林借款120万元的

事实，并由林皓峰拿虚构的房屋抵押合同

向法院申请调解，从而骗取厂房的优先受

偿权，将厂房进行拍卖获得钱款。后林皓

峰被公安传唤问话，郭奇奎也主动自首。

两人均被玉环市法院判刑。

法院调研发现，虚假行为一般发生在

民间借贷纠纷、离婚纠纷、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领域。“所

以我们法院在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防范和

排查时，也重点关注以上几个案件类型。”

庞威说。但是，由于虚假诉讼的当事人之

间往往具有比较亲密的关系，且容易发生

虚假情形的民事案件处于私法领域，法院

在民事诉讼中也仅有一般的调查权而无侦

查权，因此，识别虚假诉讼的难度较大。

首批名单中，
30人（单位）被民事制裁

当前民事诉讼领域中虚假诉讼频发高

发现象突出，不仅使无辜民事主体合法权

益受损，还严重破坏了社会诚信，扰乱司法

秩序，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必

须予以严厉打击。

“早在2018年3月，台州市中院就出

台了《关于维护诉讼秩序构建诚信诉讼机

制的若干意见（试行）》的文件，并通过建立

职业放贷人名录的方式有效缓解了民间借

贷领域内的虚假诉讼难题。今年年初，台

州市中院专门部署开展全市法院打击虚假

诉讼、‘套路贷’的‘双打’专项行动，重拳直

击虚假诉讼行为，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制

度就是落实专项行动的一项重要举措。”庞

威向记者介绍。

记者了解到，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制

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台州法院将近三年

来在审判执行过程中存在虚假诉讼行为的

人员纳入失信人名单。名单对象不光包括

犯虚假诉讼罪的，还包括因为虚假诉讼行

为受到行政处罚和民事强制措施的涉案人

员。全市法院将按照统一的格式收集数

据，内容包括失信人的基本信息、虚假诉讼

情形和相关处罚情况等。

首批名单中的91人（单位），其中

30人（单位）已被采取罚款、拘留等民

事惩戒措施，52人（单位）被认定为犯

罪予以刑事处罚，还有9人已被公安立

案侦查。

根据意见，今后，不仅案件当事人

会因虚假诉讼被纳入该名单，参与诉讼的

证人、诉讼代理人、鉴定人员、公证人员、案

外人等也在名单范围之内。

名单向社会曝光，
自动预警

据悉，信息库建立后，台州法院还将定

期更新名单，并通过诉讼服务中心、法院自

媒体等平台向社会公众曝光，通过社会关

注对潜在的虚假诉讼行为人产生威慑作

用，同时将名单信息抄送给发改部门、人民

银行等征信机构以及司法行政部门等多部

门单位，迫使其诚信诉讼。另外，对内，法

院将名单数据嵌入审判、执行管理系统，实

现电脑自动识别虚假诉讼人员信息，并对

承办法官进行自动提示、自动预警，促使承

办法官对相关案件进行重点审查。如果虚

假诉讼失信人再次到法院诉讼，将无法享

受到诉讼费减免、司法救助和“最多跑一

次”改革中涉及的便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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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中院发布首批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
参与诉讼的证人、诉讼代理人、案外人等也被纳入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