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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 海 市 司 法 局
沪司复函〔2023〕9 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0830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施政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健全完善基层多元解

纷机制的代表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办理概述

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召开办理工作会议，认真研

究建议内容，并充分听取市教委、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等单位的

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答复意见。

二、答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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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全面加强基层调解的组织建设，并予以刚性制度保

障

本市司法行政机关高度重视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设，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

法》《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

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关于居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和履职规定，

切实加强基层调解工作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业务建

设和保障。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着力提升街镇、居村等基层社

会治理一线人民调解组织和力量的配备。规范人民调解员职业化培

训，形成覆盖市、区、街镇三级，初任培训、业务培训和专项技能

培训为主要架构的调解分级分类培训机制。全市现有人民调解组织

6729 家。其中，村调委会 1497 家，居（社区）调委会 4687 家，乡

镇调委会 118 家，街道调委会 109 家。街镇调委会现有人民调解员

1351 人，其中专职 992 人，兼职 359 人。居村调委会现有人民调解

员 13240 人，其中专职 6035 人，兼职 7205 人。下一步，市司法局

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继续加强基层调解工作力度，

切实将矛盾纠纷发现在基层一线，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关于引入社会力量弥补现有不足

经了解，本市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相关高校均设立

有大学生法律援助团队。如华东政法大学设立大学生社会法律援助

中心，5 年来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共受理法律咨询 2300 件，开展

“法治进社区”等专题普法活动共计 280 余场，共收到感谢信 28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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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旗 10 面，为本市基层解纷工作提供助力。

关于“依托上海本地高校资源，引入政法专业大学生等青年力

量组织设立大学生基层解纷工作站、解纷协会等”建议，市教委建

议由团市委牵头，组织协调相关高校政法专业大学生志愿者团队，

推动大学生基层解纷工作。下一步，本市教育系统将积极配合团市

委，通过支持本市政法类相关院校以大学生法律援助等形式参与本

市基层解纷工作。

（三）关于探索新技术应用，提升处理矛盾效能

近期，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制定出台推动法律科技政策

文件，将矛盾纠纷化解科技赋能作为“智慧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纳入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总体布局，明确了提升调解工作智能

化水平、完善“解纷一件事”平台功能等工作任务。市高级法院指

导浦东、宝山、闵行等基层法院开展辖区万人起诉率指标监测及异

常预警，以万人起诉率为视角分析基层社会诉源治理情况，研究诉

源治理质效指标体系构建等信息化场景应用，为各区万人起诉率考

核提供数据支持。市司法局牵头市高级法院、市公安局、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等 15 家办事单位，会同市大数据中心共同深化“解纷

一件事”平台建设。15 家办事单位积极推动本领域纠纷纳入“解纷

一件事”平台，不断优化完善系统功能模块，丰富群众线上非诉讼

争议解决途径。下一步，各办事单位将继续探索新技术应用，不断

提升化解纠纷能效。

（四）关于总结经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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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院坚持把“能动司法”贯穿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审判工作

始终。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发现有关单位在工作方法、管理体

制、规章制度等方面存在相关问题，将向有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

及时指出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积极促进有关单位加强管理、改

进工作、完善制度。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建议努力实现审判工作法律

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此外，上海法院还

通过发布审判白皮书、典型案例，以及开展日常培训等方式，加强

人民调解的指导，并为当事人提供解纷指引。为增强社会公众法治

理念，向社会公众传递法治精神，自 2022 年 2 月 9 日起，市高级法

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推出“弘扬新风尚 小案大道理”栏目，聚焦身边

“小案”，直击案件核心，让社会公众品悟法理情理，让法律法规

照进现实生活，让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截至目前，“弘扬新风

尚 小案大道理”栏目已经推出 112 期，取得良好反响。2023 年以来，

市高级法院先后发布了《2022 年度上海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上

海法院第五批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典型案例》《2022 年度上

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等；市二中院与市司法局、市律师

协会合作编写出版了《社区常见法律纠纷调处手册》；徐汇区法院

发布了《“甘棠树下”十起典型案例》，为常见的确定监护人纠纷、

涉未成年人抚养费纠纷、涉学校、教育机构责任纠纷、劳动争议纠

纷等提供解纷指引；金山区法院发布了《未签订劳动合同类劳动争

议案件审判白皮书》；普陀区法院发布了《“诉源靠谱治”品牌培

树行动方案及典型案例》；青浦区法院发布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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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白皮书》；静安区法院发布了《2016-2022 年赡养纠纷涉老案件

审判白皮书》；黄浦区法院发布了《中小企业商事纠纷审判白皮书

（2021-2023）》；浦东新区法院发布了《涉外涉港澳台、涉外商投

资企业商事审判工作白皮书》；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发布了《2018-2022

年涉轨道交通案件审判情况白皮书与典型案例》等。接下来，上海

法院将根据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和多元解纷工作需要，积极提供多

元解纷优秀典型案例等，加强对多元解纷的业务指导和工作支持，

促进完善基层多元解纷机制。

上海市检察机关自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依法能动履职，以社

会治理检察建议推进高水平诉源治理，让检察建议成为“抓前端、

治未病”的良方。针对办案履职中反映出的矛盾纠纷焦点、管理监

督漏洞、风险预警和防控不到位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依法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深挖矛盾根源、细致排查纠纷原因，通过制发检察

建议督促相关部门和组织建立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机制，推动化解社

会矛盾、消除社会问题。今年 1 月至 10 月，全市检察机关共制发社

会治理检察建议 1522 件，着力深化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助推建立长

效机制，做实从“办理”向“办复”转变，增强各方推动矛盾纠纷

化解、参与超大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同时，市检察院聚焦未成年人

保护、公共安全、工程建设等社会矛盾集中的领域发布了一批具有

较好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典型案例，扩大社会治理检察

建议的影响力和支持度，持续做好“人民城市”建设的检察文章。

接下来，检察机关将继续通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从类案层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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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层面，发现社会矛盾纠纷苗头性问题，做好源头治理工作。

最后，感谢您对非诉解纷和诉源治理工作的关心、支持。欢迎

您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上海市司法局

2023 年 12 月 22 日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