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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司法部相关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

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的意见》暨律师服务平台上线答

记者问

　　2021年 1月 14日上午 10：00，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媒体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

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的意见》

暨律师服务平台上线。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司法部信息中心副主

任姚雄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钱晓晨、全国律协副会长蒋敏分别就《意见

》回答记者提问。

　　问：本次上线的律师服务平台与之前的线上服务平台有哪些不同，有什么

新的亮点？另外，我们注意到刚才看到司法部在做律师的身份验证，如何确保

在律师身份验证过程中就是办案律师本人以及如何确保在整个线上办案过程中

保护当事人的司法数据安全？不知道相关的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措施？

　　许建峰：第一个问题，关于律师服务平台上线和原有的很多系统有什么区别

。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了解全国智慧法院建设面向诉讼服务特别是律师

服务的系统情况。最近这几年来，或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法院为了满足

人民群众的多元司法需求，确实开发了一系列诉讼服务平台，特别针对律师的服

务需求，有些法院专门开发了律师服务平台。我们一般的诉讼服务平台里面，就

能够针对律师提供一些服务，同时一些法院专门的律师服务平台，当然就更加精

准的针对律师的需要。

　　但是必须要看到，各级法院开发的诉讼服务或者律师服务平台，往往第一个

是接口、服务平台的入口一定是各自法院自己的，第二个是功能上各有千秋、各

具特色，但同时也各自存在着一些差距。这一次针对这些问题，开发了一个统一

的全国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它以中国移动微法院作为一个主要基础平台，针对律

师服务提供一系列专门的功能，所以由此今天就拥有了一个全国法院的统一的律

师服务平台。

　　它具备哪些特点呢？一是全国统一的门户、统一的入口。二是能够跟司法部

的律师身份认证核验平台对接。三是有很多线上和线下衔接，特别是刚才介绍的

电脑端和手机端都能够提供相互统一的服务。

　　由此这样一个系统，首先为律师们提供了统一入口，使得所有的律师在全国

法院办的案件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统一门户进入系统，可以想像一定大大的便利

了各位律师使用法院的服务平台。

　　第二个方面，由于是一个统一的系统、统一的入口，所以也为律师们提供了

一个“一码通行”的统一的绿色通道。第三个方面，律师在法院工作里有很多内

容有可能时间、排期上有冲突，我们现在提供的特别是开庭排期智能的避让、合

理的规划，将来可能还有很多的功能都可以提供更科学合理的功能，由此为律师

带来很大的便利。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安全方面的问题。在智慧法院的建设中网络安全一直是一

个重要的主题，对于中国移动微法院平台的建设，我们特别强调提供多层次、多

方位的网络安全，针对建立在线上的律师服务平台，至少从三个方面加强网络安

全的措施。

　　一是身份认证。律师服务平台对接了司法部的中国律师身份核验平台，所以

它的很多信息来源于最权威的平台信息，所以身份认证可以得到充分保障。

　　二是应用管控，我们在律师服务平台里有很多应用功能，会根据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角色，律师和律师助理以及律师和一般的办案人之间的其他的很多功能

都会在中国移动微法院以及律师移动平台上得到合理有效的管控，有些特定的角

色应用在特定的场景，有些角色就不可能使用这方面的应用，通过这个管控来保

障安全性。

　　三是整体防护。应该说，中国移动微法院本身就具有比较强的整体的防护能

力，我们实现了接口动态鉴权、可信数据传输、数据加密存储等多项防护措施，

这些防护措施自然可以支持律师服务平台的进一步信息安全的保护。

　　问：中国律师身份核验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律证码”要怎么使用？

　　姚雄森：根据中央有关深化律师制度改革提出的要求，2018年司法部在科

技部支持下牵头开展了《多部门协同律师执业资格及资历电子化鉴证体系及装备

研究》科技课题研究，依照课题研究成果和国办电子政务办 2019年发布的律师

执业电子证照标准，司法部研发了“中国律师身份核验平台”,并于 2020年 9月

初上线试运行，经过 4个多月的试运行，目前已具备提供全国律师执业身份核验

服务保障的条件。

　　“中国律师身份核验平台”以建设国家权威、统一的律师身份核验服务平台

为目标，依托国家“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以全国律师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作数据支撑，构建律师执业电子证照的创新体系，包括律师执业证实体芯片卡

和虚拟数字凭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律证码”），目前实体芯片卡正在试点示

范应用中，“律证码”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中国律师身份核验平台”是律师执

业资格、执业状态核验的唯一数据来源，在线对律师执业身份进行“实人、实时

、实证”的核验。

　　有关部门的律师服务系统可以通过本平台接入律师身份核验服务，保证律师

执业身份信息的权威性、真实性、可信性。司法部也将为第三方机构的律师服务

平台、律师执业身份鉴证终端提供数据权威、对接安全、场景全面、应用简单的

律师执业身份统一核验服务。

　　同时，我们正进一步加强区块链技术应用，强化律师身份核验服务的运行管

理，全面提高核验服务的供给能力，保障律师执业资格、执业状态等信息的安全

可信、真实准确、实时更新。

　　在实际使用中，律师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中检索“中国律师身份核验”，通

过人脸识别验证律师身份后，即可获取律师执业证的虚拟数字凭证：律证码。律

师通过“亮证”功能，出示“律证码”，可完成一键核验，使用“扫一扫”功能

，即可辅助律师进行执业行为确认和律师身份授权。

　　只要在中国取得执业证的律师，包括专职律师、兼职律师，公职律师，公司

律师等，都可以使用中国律师身份核验平台进行“亮证”，实现律师身份核验、

身份信息授权、单点登录和执业行为确认等应用。

　　这次律师身份核验平台与律师服务平台互联互通，全面应用于律师一站式诉

讼服务，是科技信息化赋能律师执业的一个重要探索和实践。

　　下一步司法部将协调有关部门，努力推进律师执业电子证照以及身份核验平

台在更多领域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对律师执业活动的服务和管理水平。



　　问：这次出台的《意见》和开通的平台是如何保证律师的投诉权利，由此

强化对法院自身行为的监督？

　　钱晓晨：律师作为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对于推动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也是

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人民法院历来高度重视律师执业的权利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两高三部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下发了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

等规范性文件。对于在诉讼活动中依法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

求。

　　各地法院也通过召开座谈会，邀请包括律师在内的第三方到法院参观调研，

开通院长信箱，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投诉监督的意见箱，开展好差评活动，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主动接受包括律师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监督。

　　为了进一步畅通与律师的沟通和对法院意见建议投诉的渠道，《意见》第 15

条对建立健全律师诉讼权利救济机制又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律师除了可以

在诉讼服务大厅现场反映投诉事项以外，还可以通过 12368诉讼服务热线、律师

服务平台对诉讼服务事项进行满意度评价或者提出意见建议。

　　对诉讼服务事项进行线上满意度评价的，一方面是对系统好不好用，这是一

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诉讼活动、诉讼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对法院法官提出

一些意见，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专门渠道反映法官违法违纪的情况，这条路线也

都是通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些渠道都是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的。对于这些渠

道反映的重大问题或者意见建议，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都会及时予以回复，这是

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针对找法官难的问题，我们讲良性互动，讲对法官监督，便

于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与法官进行沟通交流，律师服务平台设有在线联系法官功能



，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能够在可视、可监督的环境下进行证据交换、质证等

工作，做到全程留痕、全程监督。

　　第三方面，律师服务平台还主动向律师公开其代理案件的立案、开庭、结案

，包括一些事项，比如鉴定进展的情况等信息，为律师依法履职进一步提供支持

和便利。通过公开促进公正，促进廉洁。

　　问：《意见》的出台以及身份核验平台和律师服务平台的应用是否有利于

解决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一些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请谈谈您的看法，以及下

一步需要努力的地方。

　　蒋敏：作为一名专业律师同时也是一名行业管理的参与者，我认为《意见》

以及司法部的律师身份核验平台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律师服务平台，确确实实是有

利于律师在诉讼活动过程中解决过往难以解决的一些痛点、难点问题，为什么这

样说呢？我想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律师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最主要的是更好的服务于他的当事人和客户

。我们通过使用这样一个诉讼服务平台，可以解决比如在线立案的问题、在线阅

卷问题，尤其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困扰律师的开庭排期问题，过往都是人工的。可

能在上海开庭，同时还有一个北京的开庭，时间冲突，现在通过平台的使用毫无

疑问可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满足了诉讼律师在这个层面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

他的客户和当事人。

　　第二，我们中国律师恢复已经有 40多年的时间，不同于过往，原来一般都

是一个律师为当事人服务，现在服务要求越来越高，当事人要求也越来越高，律

师即使在诉讼过程中也是团队作战，需要他的助理协同他提供服务。但是在这个

层面上讲，很难有制度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次诉讼服务平台已经从机制上、

制度上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每一个律师都可以有三名助理同时录入这个系统，

协助专业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



　　第三，最近一段时间一直以来都在提比如如何建立律师与法官、律师与法院

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

次诉讼服务平台，我相信也在这个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通过诉讼服务平台，

律师在诉讼活动过程中，通过使用这个平台提出一些意见，然后再进行纠正和修

改，我想受益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同时，也保障了律师就具体案件的法官承办人

进行沟通，更好地为律师提供优质高质量的诉讼服务，我相信这个《意见》和平

台提供了一些保障。

　　刚才，王学泽局长提到了中国现在有 51万名律师，毫无疑问，这些律师当

中有一些年纪大的律师，对使用新型信息化手段不熟悉甚至意愿不强的老律师，

作为行业协会如何帮助他们提高他们使用这些信息化手段的意愿以及帮助他们

提高使用这些信息化手段的能力，我相信也是未来司法行政也好、行业协会也好

都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总之，这两个平台无论是身份核验的平台，还是律师服务的平台，通过一站

式为我们 51万名律师当中提供诉讼服务的专业人士，包括他们的助理，能够有

这样一个角度，我相信未来会为中国律师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

和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