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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背景

应当依托中国裁判文书网、办案系

统、档案系统、法信等相关检索工具，

对本院已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与关

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并制作检索报

告。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积极推进类案

检索工作，加强技术研发和应用培训，

提升类案推送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利用中

国裁判文书网、“法信” 等平台，

加强案例分析与应用，提高法官熟

练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类案检索和

案例研究的能力。

《进一步加强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监督管理工作
的意见（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
索的指导意见(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
准工作机制的意见》

 2019年9月26日 2020年7月15日 2020年9月14日



研发背景



依托最高人民法院
数据资源

融合
技术内容优势

形成
智推系统

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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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简介



平台层

资源层

技术层

应用层

电 子 卷 宗

我 的 案 件

文 书 撰 写 区
智 能 推 送 区

2.自动智推类案

3.自动识别法条

4.自动匹配观点

5.类案检索报告

6.关联案件提示

7.适用民法典

系统简介



系统简介

最简操作，快速生成多维度类案检
索报告

依据当事人全维画像一站式提示串

案、共案、跨越案件

一键点选，自动识别、分析待决案
件卷宗案情要素

一次对接、终身调用，案件卷宗和
知识服务深度融合

依据当事人全维画像一站式提示串
案、共案、跨越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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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功能



结构化法律文书中提取的
案由、审级、文书性质、
裁判时间等通用维度

通用法律维度

从海量裁判中自动识别的案
情特征为维度体系，支持基
于法律事实的类案检索需求

法律事实维度

以法律专业知识体系（法
信大纲）为维度体系，支
持基于法律关系的类案检
索需求

法律关系维度

从历史裁判文书中解析出不同
案由罪名法官经常处理的法律
争议维度

法律争议维度

从历史裁判文书中解析出
不同案由罪名在不同案情
事实的表述下最终裁判所
引用的法律条文依据维度

法条依据维度

1414个民事刑事行政案由罪名
15.3万案情法律特征维度

独有功能 — 1.自动识别卷宗案情



二审

银行
同期

保证
担保

保证
人

借条

存证

违约金

借贷

言辞
证据

书面
协议

约定
利息

逾期
未还

违约金
过高争

议

债权
转移

智推
类案

识别
法条

匹配
观点起诉状 代理词/

答辩状
庭审笔录
一审判决

独有功能 — 1.自动识别卷宗案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
2020年7月15日

　四、类案检索范围包括：

　　（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

　　（三）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

　　（四）上一级人民法院及本院裁判生效的案件。

独有功能 —2.分级智推类案裁判



1020304050607080901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
《审判指导参考系列》案例

《审判案例要览》案例
《人民法院案例选》案例

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
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参阅案例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刊物刊发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效裁判

本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生效裁判

上一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

本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

独有功能 —2.分级智推类案裁判



独有功能 —2.分级智推类案裁判

全面支持

ü 关键词检索案例

ü 法条检索案例

ü 案例检索案例



ü 自动识别主动推荐法条

ü 分析统计法条使用情况

ü 同步推送法条全维信息

发文字号

生效时间

效力等级

修订沿革

法条变迁

条文主旨

上位法条

下位法条

关联法条

影响法条

引用统计

引用超链

标题跳转

独有功能 — 3.法条依据全维超链



推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著的各类法律条
文释义中摘选有代表的立法观点

全国人大立法观点

推送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审判实务疑难问题倾向
性意见的司法观点

最高法院司法观点

推送主流专家学者著述的权威理论观点专家权威理论观点

独有功能 — 4.权威观点智能匹配



ü 全面助力法官准确裁判说理

ü 根据识别案情推送法律观点

ü 调整案情则同步匹配新观点

ü 观点作者来源出处一清二楚

独有功能 — 4.权威观点智能匹配



04

03

02

01
本案特征

大数据分析

类案规则

法律观点

自动识别在办案件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
和争议焦点特征

包括类案检索结果的大数据分析：分布热
力图、案件数量变化趋势、裁判结果分析

系统智推+法官自主选择的案例裁判规则
（包括争点、说理、结果对比）

系统匹配+法官自主选择的支持裁判说理
的法律观点和引用法条分析结果

独有功能 — 5.一键生成检索报告



独有功能 — 5.一键生成检索报告



独有功能 — 5.一键生成检索报告



独有功能 — 6.节省资源串案识别

已公开及未公开
案件信息

破产类案件信息

执行类案件信息

已审结及未审结
案件信息

涉案当事人在全国范围内的案件信息
当事人跨域跨省多地诉讼信息



独有功能 — 6.自动认定关联案件

ü 打破跨省案件信息壁垒

ü 规避当事人恶意诉讼风险

ü 辅助法官进行累犯认定



独有功能 — 6.节省资源串案识别

民事串案识别：一方当事人相同、案由相同、案情相似的民事案件
刑事串案识别：犯罪嫌疑人存在尚未了解的犯罪行为或案件信息

识别
系列案件

识别
惯犯案件

识别
共犯案件



独有功能 — 6.节省资源串案识别

ü 帮助法官识别串案及系列案件

ü 帮助法官将系列案件批量受理

ü 节约审判资源、确保同案同判



独有功能 — 7.学习识别民法典

新增195条  修改704条

废止 9 部重要民事法律

300余部法律法规
200余部司法解释被影响

4000多重点关联法条发生实质变化

民法典  20210101



与《民法典》条文的对应关
系修改、新增、删除情况一
键可查

收录立法机关关于《民法
典》草案的说明和修改情
况汇报

完整展示民法典每一个法
条从诞生到修订的变迁历
程

《民法典》条文相较先法条
文是新增、 删除还是修改，
点击对照 一目了然

智能推送与本法条相关的上
位、下位法律、司法解释中
的关联法条

智能推送被民法典影响效力
的法条，包括冲突、吸收、
解释、修改等多种关系

独有功能 — 7.学习识别民法典



独有功能 — 7.学习识别民法典

在线查询适用新民法典

ü 法条变迁

ü 新旧对照

ü 关联法条

ü 影响法条

ü 法条识别

ü 法条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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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智能
推送

智推
类案

识别
法条

匹配
观点卷宗提取 文本识别 特征标注 案件画像

自动提取 自动识别 自动标注 自动推送

产品优势 —— 1.全自动



产品优势 —— 1.全自动



6
7

8

12
1

2

3

4

5

9

10

11

亿级数据信息

十万级案情维度

A

D

C
B

数十项类案特征并发匹配
秒级响应

产品优势 —— 2.响应快



产品优势 —— 3.更新快



收集测评数据11068篇

25名法官
随机抽取
25个案由

每个案由随机50篇文书

测评1250个案例 78.95% 90%

Top8的案由准确率总案由准确率

产品优势 —— 4.实效好



部署优势

1

最高法院集中部署，各

级法院通过法院内网连

接可以直接联调

法院无需采购服务器、交换

机、网闸等硬件设备

2

一周全力对接即可以实现全

部功能的上线

3

无需培训、操作简单、上手

即用，学习成本低，无前端

复杂检索操作

4



服务优势



人民法院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电话：400-827-6755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54号院4号楼
电话：400-600-1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