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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数据海量积累、计算能力大幅提升、算法持

续优化，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并在技术研发和产

业应用方面取得突出成果。司法机关也在积极推动

人工智能技术，计划建设以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为

特征的智慧法院，解决司法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挑

战，有力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1 当前司法工作面临的困难

1.1 司法文书送达难

司法文书送达与否关系到案件能否正常审理、当

事人权益能否及时得到保护，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法官办案效率。根据目前法院的实践情况，由于原告

提供地址不详、外出务工人员无固定地址和联系方

式、受送达人下落不明、逃避送达、拒收法律文书、当

事人家属不配合、送达人责任心不强等问题，司法文

书送达已经成为困扰法院工作的一大难题。

1.2 法官“诉累”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侵权、网络欺诈、个人

网络信息泄露倒卖等具有明显跨地域特征的案件大

量增加。在传统司法模式下，当事人维权成本与法院

审理成本大幅度提高，法院和当事人都难以承受。另

外，自立案登记制改革实施以来，全国法院登记立案

数量猛增，法院“案多人少”矛盾凸显。

1.3 判后执行难

在法治国家，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

的文书，必须得到执行。但长期以来，执行难困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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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和当事人。

2 智慧法院总体架构

为有效解决目前司法工作中的难题，本文提出了

一种智慧法院的方案，方案包含 3个业务应用系统，从

层级上划分包含基础资源层、服务支撑层和应用系统

层3个层级，整体架构如图1所示。

2.1 基础资源层

图1 智慧法院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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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资源层包括基础硬件设备（网络设备、存储

设备、终端设备等）资源、大规模数据资源（法院内部

司法大数据、运营商电信大数据、公安系统信息数据、

互联网/银行信息数据等）、计算资源（异构计算、边缘

云计算等）。通过基础资源为上层提供数据和运算能

力。

2.2 服务支撑层

服务支撑层基于基础资源层数据资源，构建数据

存储、处理、整合、检索等算法模型，为上层提供数据

服务接口。运用目标检测、语义分析、用户画像、图像

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各种人工智能算法

模型为上层提供人工智能服务接口。

2.3 应用系统层

应用系统层建设司法文书电子送达系统、智能辅

助办案系统、判后执行系统三大应用系统。解决司法

文书送达难、法官“诉累”、判后执行难三大类问题。

3 人工智能在司法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3.1 司法文书电子送达系统

针对司法文书送达难的问题，本文提出司法文书

电子送达系统方案如图2所示。

系统主要包括当事人信息查询模块和电子送达

模块 2个部分，基于当事人模糊信息，通过当事人信息

查询模块获取联系方式，然后通过司法文书送达模块

实现司法文书电子送达。

3.1.1 当事人信息查询模块

通常原告只能提供被告的姓名、身份证号等模糊

的基础信息，如何基于模糊信息准确获取当事人的有

效通信方式是司法文书电子送达的关键。

本文提出的当事人信息查询模块如图 3所示，法

院基于当事人姓名、照片、身份证等模糊信息，通过当

事人信息查询模块可实现对当事人手机号码、常用电

子邮箱、微信号码、互联网平台账号、金融平台账号等

个人信息的深度挖掘。

3.1.1.1 手机号码查询

基于运营商数据、公安系统数据，提出以下 3种方

式实现当事人手机号码查询：

a）根据当事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结合运营

商数据信息，对当事人名下的手机号码进行排序，自

动过滤无效号码，筛选出活跃度较高的手机号码，并

高 伟，张国鹏，刘 浏
智慧司法的研究与实践

数据通信
Data Commuincation

58



邮电设计技术/2019/02

对号码进行确认，找到当事人目前使用的手机号码。

但是目前存在当事人为躲避送达刻意使用他人身份

信息办理的手机号的情况，通过这种方法无法准确获

取当事人手机号码，可使用下面 2种方法对当事人手

机号码进行深度挖掘。

b）活动区域锁定：运用人脸识别技术，结合公安

系统视频信息数据，可以建立活动区域检测模型，通

过当事人的照片，活动区域检测模型可以锁定当事人

经常活动的区域，由此确定当事人经常活动的几个区

域。通过对经常活动区域的基站数据进行关联分析，

找到在活动区域的几个基站都有接入的号码，并对号

码进行筛选，锁定当事人有效手机号码。

c）交往人群分析：利用知识图谱、关联分析等人

工智能技术结合大数据平台中各方数据建立社会关

系分析模型。根据当事人姓名、身份证信息等基础信

息，通过社会关系分析模型可以挖掘当事人主要社会

关系、经常交往人群以及交往人群的联系方式等信

息。通过社会关系分析，获取当事人经常交往人群，

结合运营商数据获取经常交往人群的手机号码，对经

常交往人群的手机号通信记录进行分析获取他们的

共同联系人，然后对他们的共同联系人进行筛选，锁

定当事人手机号码。

图2 司法文书电子送达系统

图3 当事人信息查询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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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 3种方式相互配合实现当事人有效手机

号码的挖掘。

3.1.1.2 电子邮箱

基于互联网和运营商数据，对当事人的电子邮箱

进行挖掘，过滤掉无效邮箱，挖掘当事人活跃度高的

电子邮箱。

3.1.1.3 网络平台账号

通过当事人身份证号码、姓名等基础信息，结合

互联网、银行数据信息，对当事人在互联网平台上活

动轨迹进行深度挖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a）社交媒体账号：微信、QQ、新浪微博、博客等社

交网站。

b）电商平台账号：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

c）金融支付平台账号：支付宝、各大银行APP。
3.1.2 电子送达模块

在获取当事人联系方式后，可以通过电子送达模

块发送司法文书，电子送达模块功能如图4所示。

司法文书电子送达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图4 电子送达模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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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弹屏短信：与运营商签订可发送国内手机短信

的协议，由运营商提供短信网关接口并对短信协议进

行封装开发，建立统一的短信送达平台。通过当事人

信息查询系统获取当事人的有效手机号码，系统自动

通过弹屏短信的方式将相关文书发送给当事人。弹

屏短信无法被拦截，以对话框的形式出现在当事人的

手机页面，当事人须点击“关闭”才能继续使用手机，

确保当事人已阅读电子送达内容。当事人阅读之后，

自动生成送达回执，返回电子送达确认单。解决部分

当事人辩称“忘记看短信”或者“以为是诈骗短信”的

问题。

b）社交媒体推送：挖掘出当事人微信号码、微博、

QQ、博客等社交媒体账号，然后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向

当事人推送司法文书，例如微信的消息推送、QQ的系

统通知、微博的私信、博客的站内信等功能。当事人

点开通知，系统即认为当事人已阅读相关司法文书，

并自动回复电子送达确认单。

c）电子邮件送达：向当事人活跃度高的电子邮箱

发送司法文书。当事人查看后自动回复电子送达确

认单，并打印回复信息进行存档。

d）页面强制导航：当事人手机在打开社交媒体、

电商、金融支付平台的APP时进行强制页面导航，弹

出司法文书消息。当事人只有点击关闭才可以继续

使用APP，如当事人点击关闭，则可认为其已阅读相关

司法文书内容，系统自动回复电子送达确认单。

3.2 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为解决法官“诉累”，将法官工作与人工智能相结

合设计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如图 5所示，通过卷宗电子

化、案件大数据库检索、在办案件画像、法规与类案推

送、审判辅助与监督、文书自动生成等功能智能辅助

法官办案，大大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为司法审判提

供智能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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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卷宗电子化：卷宗电子化模块将案件材料中当

事人提供的纸质材料、从立案到结案审判辅助人员录

入的各类信息、庭审中诉讼参加人的实时语音数据、

审判人员撰写的各类法律文书等传统证据进行电子

化处理。通过OCR识别、视频分析、语音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各种证据的印刷体文

字、部分手写体文字、签名、手印、签章、表格、图片等

智能识别、定位和信息提取，对单一证据实现自动校

验，满足电子证据的同步展示、批注、保存等功能。通

过卷宗电子化功能，将传统纸质证据转化成电子化证

据，为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其他功能提供持续的数据

资源，同时解决传统庭审中纸质证据材料传递质证方

式耗时长、检索难、不同步的问题，减少法官简单重复

劳动，提高审判效率。

b）案件大数据资源库：整合办案业务文件库、法

律法规司法解释库、案例库、裁判文书库、证据标准库

以及其他通过卷宗电子化生成的卷宗库，建立案件大

数据资源库为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开发提供数据基

础。

c）在办案件画像：基于案件大数据资源库建立知

识图谱，运用关联规则、文本分析、语义分析等人工智

能算法，实现对在办案件的画像。通过案件画像功能

可以描绘在办案件的基本案情、时间地点、关键事实

等案件要素特征，对在办案件进行形象立体的展现，

辅助办案法官进行思考，提高办案效率。

d）法规与类案推送：基于案件大数据资源库和在

办案件画像功能，运用推荐算法实现法规与类案推送

功能。法官办案时，系统通过案件画像功能，提取案

件要素特征，然后进行关联案件和类案自动检索与推

荐，向法官智能化推送符合在办案件特征的法律法规

条文、与在办案件特征类似的生效裁判文书、其他法

院对此类案件的裁判趋势、与在办案件当事人有关的

诉讼和信访情况等。

e）审判辅助与监督：系统通过对案件的分析实现

法官审判的智能化辅助，通过与类案的对比对法官判

决结果进行审查，监督法官行为，保证司法的公正性。

审判辅助与监督系统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a）证据校验：系统提取归纳出待证明的事实后，

罗列出证明某一情节所需的证据清单，与案卷中现有

的证据进行比对。

（b）量刑建议推荐：智能推送同类案件的量刑信

息，对办案法官量刑进行建议推荐。

（c）类案不同判决预警：分析法官判决是否合理、

恰当，当法官对案件做出判决后，若与相似案件判别

结果不同，系统将对法官发出预警，以人工智能规束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d）定罪、量刑审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法院的

判决书与检察机关的起诉书、量刑建议书进行对比分

析，审查法院对于案件的罪名、引用法条、法定情节和

量刑等是否合理、恰当。

f）文书自动生成：基于类案法律文书文本信息，

通过语义识别、文本分析等技术，智能生成程序性法

图5 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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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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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业务文件库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库

案例库

证据标准库

裁判文书库

电子卷宗库

在办案件画像

案件信息 算法模型

基本案情

关键事实
要素特征
时间地点

知识图谱

关联规则

语义识别
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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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书和框架性裁判文书；对在办案件中涉及到的时

间、地点、案情等一系列案件要素特征信息进行记录，

实现案件信息多维数据统计。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在

庭审过程中将庭审语音同步转化为庭审文字记录，减

轻书记员压力，避免手写与真实情况的语义差别，提

高庭审笔录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3.3 判后执行系统

a）网络财产查控：基于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网

络执行查控系统，整合地方银行、国土、住建、车管、民

政、工商、税务等多机构数据，运用关联分析、数据挖

掘等技术，建设地方法院“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

统。在线完成被执行人财产查询、冻结、划扣，最大限

度避免被执行人转移财产。

b）网络司法拍卖：网络司法拍卖具备便捷、高效、

低成本、参与度高、成交率高、溢价率高等优势，整合

现有网上司法拍卖平台，开发网络司法拍卖系统，解

决财产变现难问题，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c）网络被执行人查找：整合被执行人网络、通信、

社交、商业等活动信息数据，运用多维关联分析构建

被执行人全息画像。通过被执行人全息画像，准确查

找被执行人，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社会诚信体

系全面联动。

4 总结

本文对语音识别、语义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

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具体应用到司法工作中进

行了探讨。目前人工智能在司法工作中的运用还处

于起步阶段，依然存在数据不完整、办案系统精准度

不高、应用范围狭窄、人机互动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

因此需要继续研究如何挖掘完整高质量的司法大数

据，研发适用于司法领域的人工智能算法，构建精准

化人工智能办案系统、加强人机互动能力，进一步推

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司法工作的深度融合。同时，在推

进司法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进程中需要保持理性思

维，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便利的同时，需要高度警惕

人工智能因自身局限性所带来的预测风险、数据滥用

等问题，促使智慧司法在健康的轨道中不断进步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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