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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辽宁省沈阳市的崔女士购买了广州某美容公司的产

品，使用后效果不佳要求退款，但被对方拒绝。得知法院有线上调

解渠道，崔女士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

民法院申请调解。法院受理该案后，成功调解这起跨省网购纠纷，

最终促成美容公司退款。“网上调解纠纷省钱省力，实在是太方便

了。”崔女士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将司法工作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建成支持全国四级法院“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

智能服务”的智慧法院信息系统，创新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模式，促

进审判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互联网司法新模式，有力推进审

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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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服务触手可及

庭审，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核心环
节。据介绍，人民法院依托信息技术，积极
稳妥推广在线审理机制，有效实现司法数据
电子化、诉讼活动网络化、司法裁判初步智
能化。改造升级建成全国统一的“人民法院在
线服务平台”，实现从起诉立案到宣判执行全
流程网上运行。

“‘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集成了调解、
阅卷、送达、保全、鉴定等全国通用诉讼服
务功能，以及部分地方法院特色服务功能，
老百姓办理诉讼事务可以全流程、全天候‘掌
上办’，让司法服务‘触手可及’。”最高人民法
院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介绍，该平台已集成
全国3500多家法院，每日提供在线服务超千
万次。通过在线方式开展诉讼，当事人参与
诉讼从平均往返法院近6次减少到只需要1至
2次，甚至一次也不用跑。

“法官，我现在远在外地，没办法如期去
法院开庭。”今年 10 月，当事人张某通过

“12368”诉讼服务热线，向河南省巩义市人民

法院询问。在取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
下，承办法官决定通过线上庭审的方式，开
庭审理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不久之后，案件如期开庭。法官就如何
认证、登录掌上法庭、在线签名等事项对
双方当事人进行一一讲解。整个远程线上
庭审过程规范有序、画面清晰，全程同步
录音录像，通过承办法官的耐心释法，双
方当事人当庭达成调解协议。法官在电脑
端发起签名，双方在手机上签署名字，并
顺利调解结案。

在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在线诉讼适用
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线上线下双轨并行、
有序衔接的诉讼模式基本定型。

公平正义更好更快实现

以往平均耗时15天的上诉案件卷宗移送
工作，现在仅需几分钟即可完成；各类智能
审判辅助系统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 30%以
上，庭审效率提升 20%以上……人民法院积
极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科
技在审判工作中的应用，助力法官寻找事

实、适用法律，让公平正义更好更快实现。
2016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推进人

民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
法官基于电子卷宗开展阅卷、合议等工作，
审理过程全程留痕；案件卷宗信息自动回
填、法律知识服务、文书辅助制作、类案自
动推送、庭审语音自动转录等智能辅助办案
工具，大幅减轻了法官的事务性工作；人民
法院还大力推进跨部门信息共享，让多业务
在线协同处理成为可能。

执行工作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一环，

智慧法院建设为破解执行难提供了科技支撑。
被执行人银行账户余额只有几十元，名

下也没房没车，真的没有履行能力吗？“系统
显示，王某从事网络直播已进账 486 万元。
其中，在生效判决履行期限届满后直播进账
87万元，明显属于具有完全履行能力却拒不
履行的情形。”前不久，广州互联网法院执行
法官在办理一起执行案件时，依托该院开发
的智能执行分析系统，对被执行人进行“精准
画像”，深入挖掘被执行人王某的网络活动轨
迹和财产线索。最终，在铁证面前，王某支

付了欠款。
“人民法院已经建成智慧执行系统，网

络执行查控体系支持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
内的不动产、存款、金融理财产品等信息，
对各种财产形式做到全面覆盖，破解查人找
物难题。”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副主任陈奇
伟介绍，人民法院还加强与社会征信体系对
接，与国家发改委等 60 个部门和单位开展
联合惩戒，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
受限”。

创造更高水平“数字正义”

信息化和智慧化，为“公正的可视化”和
创造更高水平“数字正义”，赋予了新动能。

案件流程信息公开，是司法公开的关
键。如今，人民法院已建成审判流程、庭审
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
支持案件信息依法公开，构建开放、动态、
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司法审判信
息资源库，目前已累计汇聚案件信息超过
2.8 亿件。同时，通过开展司法大数据专题
分析，建立面向社会治理的司法指数体系，
已累计形成专题报告 1200 余份，有力服务
国家立法和社会治理。”在许建峰看来，这些
海量的司法案例和数据，已成为十分宝贵的
大数据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抢抓互联网
时代历史机遇，全方位推进互联网司法建
设，着力构建互联网司法新模式，不断提升
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水平，有效服务保障数
字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
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峥介绍。

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了一大批具有先
导示范意义的新型互联网案件，探索确立数
据权利、虚拟财产、个人信息、智能作品等
新客体的保护标准，依法规范直播带货、付
费点播、知识分享等新兴业态，有效发挥了
司法裁判定标尺、明边界、促治理的功能作
用；还依托现代科技，重塑了传统的线下审
理模式和诉讼流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
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等系列指导性文
件，出台人民法院在线诉讼、在线调解、在
线运行“三大规则”和区块链司法应用的意
见，不断构建完善互联网司法规则体系。

“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完
善互联网司法模式，着力推动以智慧法院大脑
为内核、司法数据为驱动的人民法院信息化建
设，继续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实现跨越式
发展，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更多‘数字红利’，努
力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最高人民法
院相关负责人说。

显示面板产业跑出加速度

作为数字时代信息呈现的主要载体和人机交
互的基础窗口，中国显示面板产业不断跑出加速
度、迈上新台阶。工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显示面板年产能达到 2 亿平方米，产业规模
跃居全球第一，成为升级信息消费、壮大数字经
济的重要力量。

据了解，显示面板产业有力支撑智能手机、电
视、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领域应用，
在数字文旅、数字医疗、教育培训、汽车显示、数
字装备等多个新兴产业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并为
元宇宙、数字孪生等前瞻性的产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和实现的路径。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表
示，从起跑、跟跑、并跑到领跑，中国显示面板产
业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发展之路。

观众体验“显示无处不在”的魅力

中国显示面板产业在规模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也
提质增效。由工信部、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2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日前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幕，大会
同期举办新型显示创新成果展，一大批更智能、更
前沿的新型显示产品和应用精彩亮相，让观众体验

“显示无处不在”的魅力。
四川电信在会场重点展示了8K机顶盒、IPTV

超高清内容，通过8K超高清机顶盒，即使是85寸
的超大尺寸电视，观看影像时也能呈现出极为细
腻的显示效果，带来影院级别的观影体验。在北
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演“中国式浪漫”的洲明科技

地砖屏同样引人注目，具有防水、防滑、防眩
目、高荷载等的特点地砖屏，可在每平方米 1.5吨
重量冲击力下，稳定呈现裸眼 3D 效果及 8K 超高
清画面，让观众深刻感受显示技术与艺术的交融
之美。

相关数据显示，在 LCD （液晶显示器） 领
域，国内企业已突破技术壁垒实现并跑，并在技
术、产品、市场份额、成本、效率等方面形成领先
竞争力，全球市占率超过70%。在OLED （有机发
光二极管） 领域，国内企业已掌握核心技术，并向
高刷新率、像素排列等技术创新领域拓展，生产规
模快速扩大。其中，中小型 OLED 市占率快速提
升，统计显示，今年三季度，国产智能手机OLED
面板市场份额已经占据全球市场的30%，比去年同
期提升10个百分点。

打造多元化参与的创新生态

显示面板产业正在赋能体育、医疗、汽车等应
用领域，随着显示面板产业在智能家居、智能汽
车、元宇宙等领域的深入应用，必然进一步带动显
示面板行业加速发展。

专家表示，中国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产业
基地，但仍未成为显示面板强国，还存在着诸多的
短板和弱项，比如自主研发能力还不强，部分关键
材料的国产化率比较低，部分新型显示装备亟待突
破，产业协同创新生态有待完善。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中国将不断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全力攻克新型显示产业
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与人工智能、VR/AR、大
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深化国际交
流与合作，推动中国新型显示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
端迈进。

业内人士称，未来要增强新型显示产业的自
主创新能力，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超大规模
的市场优势，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中国
新型显示产业产业链关键材料和核心装备的卡脖
子问题，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同时，要构
建产业协同创新生态，推动形成上游材料企业、
下游面板终端企业形成协同创新，掌握关键核心
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龙头企业，牵头上下游企
业共同打造创新联盟，推动新型显示企业与人工
智能、虚拟现实企业跨界创新，打造多元化参与
的创新生态。

本报北京电（记者张璁） 记者近日从中央网
信办获悉，为规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
管理，进一步压实应用程序分发平台主体责任，
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
朗·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领域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将加强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全链条管理，全面规范
移动应用程序在搜索、下载、使用等环节的运营行
为，着力解决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

据悉，在搜索查找环节，专项行动将重点打
击“山寨 APP”，严厉打击各类假冒 APP 以相似标
志、图片、文字以假乱真，欺骗用户访问下载、
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传播不良有害信息。专项行
动还将全面净化页面呈现，集中整治应用程序利
用暗示词汇、衣着暴露的图片或引人联想的标题
等不良信息诱导用户点击下载。

在下载安装环节，专项行动将集中整治强
制、捆绑下载安装，重点治理应用程序关闭、退
出等按钮失灵，未经用户同意自动下载安装的行
为。严厉打击通过默认勾选标记，误导用户点击
下载安装捆绑软件的行为。同时，严厉打击以赚
钱为诱饵诱导用户下载，重点治理应用程序分发
平台恶意推广赚钱类应用程序，套路用户，利用
流量变现获利。

专项行动还针对运行使用环节的问题，要求
全面整治各类应用程序弹窗多且难屏蔽的问题。严
格规范功能设置，从严整治应用程序设置卸载障
碍、强制自动续费等严重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专
项行动还要求严厉打击诱导充值，坚决打击部分应
用程序恶意借虚假免费试用、特惠活动或异性聊
天等诱导用户付费，从严惩处应用程序诱导未成
年人充值消费。

全业务网上办理 全流程依法公开 全方位智能服务

全国智慧法院信息系统建成
本报记者 倪 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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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技术带来“璀璨世界”
海外网 武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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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全息投影再现古文明风

采，地砖屏上演“中国式浪漫”，柔

性显示屏能自由折叠弯曲……中

国显示面板产业多种技术齐头并

进，龙头企业竞相布局，为公众呈

现出一个更为“璀璨”的世界。专

家表示，在新一轮信息技术快速

进步和产业加快变革背景下，新

型显示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

业的特征更加明显。

工作人员在“新技术 融创新高地”2022中国新媒体技术展上展示广播级超高清时空凝结自由视角互动
系统。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工作人员在“新技术 融创新高地”2022中国新媒体技术展上展示广播级超高清时空凝结自由视角互动
系统。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4小时自助诉讼厅,市民办理相关业务。
孙凯芳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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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骏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