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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关于加快推进劳动争议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通知

法办〔2021〕2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总工会，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

　　为进一步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 2020年 2月 20日联合印发的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法〔2020〕55号）

精神和工作要求，巩固已建立的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推进劳动争议诉调对接

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协调推进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建设，畅通线上



线下调解与诉讼对接渠道。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各级工会同本级人民法院建立协

调对接机制，指导各级工会劳动争议调解服务资源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

全流程在线调解、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等诉调对接工作，全面提升劳

动争议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职责分工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统筹推进、宣传引导当事人运

用调解平台化解劳动争议、调解平台的研发运维等。

　　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负责组织各地工会积极参与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推动完善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建设，指导各级工会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及相

关管理制度，协调指导各级工会充分运用劳动争议调解服务资源开展在线调解和

诉调对接工作等。

　　三、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开展范围

　　现阶段，劳动争议在线诉调对接工作仍主要立足于但不限于《关于在部分地

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所确定的 11省（自治区、直辖市）

范围内开展，鼓励非试点地区积极应用在线诉调对接平台开展调解工作。试点地

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其他地区参照执行，一体推进。下一阶段，最高人民法院

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将在总结试点地区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开展情况的基础上，形成

全国推广方案。

　　四、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的收集和管理

　　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负责定期汇总并更新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信息。

地方各级工会负责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日常管理和信息维护工作。

　　各级工会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法释〔

2016〕14号）的要求，将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通过调解平台推送

到本级人民法院进行确认。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纳入到

本院的特邀调解名册中，并在调解平台上予以确认。

　　五、在线诉调对接业务流程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调解申请后，通过调解平台向入驻的调解组织或

调解员委派、委托调解案件；调解组织及调解员登录调解平台接受委派、委托，

开展调解工作；调解完成后将调解结果录入调解平台，并将调解信息回传至人民

法院。

　　调解成功的案件，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在线签订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

就达成的调解协议共同申请在线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人民法院将通过调解平

台对调解协议进行在线司法确认或立案后出具调解书。未调解成功的案件由人民

法院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立案或继续审理。

　　经调解组织线下调解成功的案件，依法能够申请司法确认的，可通过调解平

台向人民法院在线申请司法确认。

　　六、强化在线音视频调解

　　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要积极使用调解平台的音视频调解功能开展在线调解工

作。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利用法院办案系统和法院调解平台内外连通的便利条件

，落实在线委派或委托调解、调解协议在线司法确认、电子送达等工作，为在线

音视频调解提供支持和保障。

　　七、落实联席会议制度

　　落实由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

议制度，定期通报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推广应用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下

一步工作举措。各地由人民法院立案庭牵头，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门参与，与相关

单位和部门建立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落实相关工作。

　　八、建立健全评估激励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工作实际逐步建立健全试点地区调解

组织和调解员绩效评估激励体系，从组织建设情况、矛盾纠纷化解数量、调解成

功率等方面科学设定评估内容和评估标准，并定期形成调解工作分析报告。各级

人民法院和总工会对参与纠纷化解工作表现突出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给予褒奖，

引导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优质高效参与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



　　各地在落实推进劳动争议在线诉调对接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遇到的困难问

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21年 6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