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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规范互联网法院诉讼活动，保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

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了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

围、上诉机制和诉讼平台建设要求，明确了身份认证、立案、应诉、

举证、庭审、送达、签名、归档等在线诉讼规则，对于实现“网上纠

纷网上审理”，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规定》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案件管辖范围。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

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特定类型互联网案件，主要包括：互联网购

物、服务合同纠纷；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互联网著

作权权属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互联网侵权责任纠纷；互联

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检察机关提起的涉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因对

互联网进行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

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上述案件互联网特性突出，证据主要产生和

储存于互联网，适宜在线审理，既方便诉讼，又有助于通过审判创制

依法治网规则。

二是确立在线审理机制。《规定》充分总结杭州互联网法院在线

审理经验，要求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以全程在线为基本原则，即

案件的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

环节一般应当在互联网上完成。这一规定有助于推动审判方式、诉讼

规则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最大限度为当事人提供诉讼便利、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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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效率，适应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

三是搭建在线诉讼平台。《规定》明确互联网法院建设诉讼平台，

作为法院办理案件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实施诉讼行为专用平

台。依托该平台，互联网法院开放数据接口，有序接入相关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相关国家机关的涉案数据，在充分保

障系统安全、技术中立的基础上，实现身份在线核实、证据在线提取、

信息在线流转，推动形成网络化、立体化、智能化的互联网审判模式。

四是完善在线诉讼规则。《规定》在现行民事诉讼法框架下，立

足于互联网技术最新发展和电子诉讼基本特点，探索构建既符合司法

规律、又紧跟时代潮流的网络诉讼规则，在在线审理方式、电子送达

方式等方面有诸多重大创新，为互联网法院深入改革创新提供了制度

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