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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 海 市 司 法 局
沪司复函〔2024〕1 号

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 1074 号提案的答复

张金全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优化人工智能法律援助的提案收悉。经研究，

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办理概述

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召开提案办理工作会议，认真研

究提案内容，充分听取市经济信息化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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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案建议的答复

（一）关于充实人工智能法律援助的法律资料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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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协同方面，2023 年，市司法局牵头起草了《关于推动上

海法律科技应用和发展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法律科技工作方

案》），并提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法律科技工作方案》

印发后，我局加强与市大数据中心、市经济信息化委、市高级法院、

市检察院、相关重点区、法律服务机构、法律科技公司等工作对接，

形成工作合力。

在工作推进方面，市司法局正在会同市数据集团积极构建法律

法规开源语料库，可包含 1949 年至今所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及历

史修订版本，共计 3 万多个文件，并能持续更新。目前，法律法规

及规章数据均已收集完成，并已完成全量数据内容清洗。市经济信

息化委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推动人工智能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应用，

并推动相关法律服务机构在法律援助等方面开展研究和试点应用。

市教委鼓励支持上海高校开展法律法规相关数据库建设研究。如，

支持上海政法学院开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体育法律

法规的翻译、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研究，充实完善法律文本数据库，

为提升人工智能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奠定坚实基础；鼓励支持上海高

校建设法治研究方面智库团队。又如，依托华东政法大学积极建设

上海市科技创新法治保障研究中心（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数字

法治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数字法治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通

过开展智库建设，积极发挥学术研究对开展法律服务的理论支撑和

保障作用。上海法院大力推进数字法院建设，运用小样本训练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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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语义分析等技术手段，对全市法院 300 多万份裁判文书、电

子卷宗进行了数据化解构，形成 7.8 亿多个直接可用的结构数据点，

连同外部共享数据一起汇集成大数据库。市高级法院积极依托《上

海法院类案办案要件指南》《上海审判实践》《人民法院诉讼程序 2300

问》等大量适法指导资料和普法宣传资料，发布各类案件审判白皮

书，组织评选上海法院参考性案例、精品案例、优秀裁判文书等，

持续积累法律资料，为推动审理规范、促进适法统一、便利群众诉

讼提供了可靠依据和有效帮助。上海检察机关从办案体量最大的刑

事检察业务入手，聚焦占刑事检察案件数量 80%以上的 15 个罪名，

以危险驾驶案件为切入点，以自动采集数据、细颗粒度治理数据、

持续用好数据为主线，开展全方位深度应用，用好检察数据。将办

案系统中的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运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

等技术手段，自动精准识别、提取文书中事实、量刑、程序等要素，

在推动统一全市执法司法尺度的同时，不断丰富人工智能资料库内

法律文本和案例数据的种类及数量，助力提升人工智能法律援助的

专业化水平。

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加强联动配合，以推动《法律科技工作

方案》实施为契机，推进数据共享，进一步充实完善法律资料数据

库，提升人工智能法律服务和司法服务质量。

（二）关于丰富人工智能法律援助的服务模式的建议

上海法院持续推进数字诉讼服务的内容创新和模式创新，运用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语音识别、智能交互等技术，开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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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海法院 12368 智能语音系统，运用“智能客服”为当事人提供

案件查询、投诉举报、意见建议、联系法官、法院信息查询、诉讼

服务密码查询、诉讼程序咨询、心理疏导、涉诉信访等服务。来电

人提出诉求后，智能语音系统即可根据语义匹配知识库作出答复，

提供全天候、实时可及的诉讼服务。同时，在语音系统识别不能的

情况下，系统可为当事人转接人工服务，实现人工智能和人工服务

的互补。此外，上海法院诉讼服务网、人民法院在线服务上海小程

序、12368 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可以为当事人和代理人提供文书智

能辅助书写、诉讼风险预测预警、个案智查等多样化的便利服务，

并可通过“一案一群”功能，向调解员、当事人推送指导案例、法

律法规等法律资料。市司法局立足公共法律服务平台高质量建设要

求，探索推进 12348 法律咨询“智能问答辅助”研发工作，积极对

接相关法律科技企业，进一步明确应用需求，做好知识库、案例库

建设。探索依托法律知识通用大模型等技术，为 12348 公共法律服

务热线座席律师提供法律智能助手服务，主动推送咨询事项的 AI 解

答、关联法条等参考信息，帮助座席律师更快速、更规范地完成咨

询解答。

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深化法律科技应用，上海法院将进

一步升级完善各类在线诉讼服务功能，市司法局将稳步推动 12348

法律咨询“智能问答辅助”上线测试。

（三）关于“增加线下线上人工智能法律援助服务渠道，增强

人工智能线上线下法律援助服务宣传力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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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级法院大力推进诉讼服务中心便民利民数字化改造，除线

上诉讼服务平台外，在线下大厅、法律服务中心放置诉讼服务智慧

舱、一体机等智能化自助设备，依托电脑端、移动端、线下自助服

务终端三个载体，打造诉讼服务大厅、上海法院诉讼服务网、12368

诉讼服务热线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

智能化、标准化诉讼服务。当事人或法律援助律师可以借助智慧舱、

一体机等各类自助服务机器，或通过电脑端、手机端的线上诉讼服

务平台获得包括智能诉讼导诉、智能诉讼风险预测、智能诉状辅助

生成等服务在内的智能化法律服务。市检察院在“随申办 市民云”

平台开通“检察为民”专栏，向公众提供包括“法律咨询”“检察 12309”

“当事人诉讼服务”等 15 个项目线上服务，进一步增强公众运用人

工智能获取法律咨询服务的意愿和应用能力。市司法局深化信息技

术在普法工作中的应用，探索 AI 数字人、大模型在普法宣传工作中

的落地运用，建立市、区两级法律科技+普法工作推进机制，逐步提

升普法智能化水平。

下一步，市高级法院将在诉讼服务大厅增设人工智能法律服务

点提供必要区域和设备载体支持，依托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诉讼

服务网站、诉讼服务大厅展示屏、进社区进园区普法宣讲等宣传通

道。上海检察机关将进一步丰富拓展服务模式，提升线上、线下法

律服务人工智能运用程度。市司法局将持续探索法律科技在普法领

域中的运用，共同推进全市普法治理工作数字化转型。

最后，感谢你们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支持。欢迎你们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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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上海市司法局

2024 年 4 月 28 日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4 年 4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