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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法院信息化建设的基本状况

1.1 中国法院信息化建设的作用

1.1.1 提高审判效率，保障庭审质量

法院是中国行使审判权的司法部门，审判工作是法院

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先是建设司法管理信息系统、量刑规

范化系统、文书纠错系统等，通过使用这些系统，提高审判

工作效率。其次，建设庭审实时录音录像系统、庭审直播系

统、远程提讯系统等，保障在庭审过程中的案件质量。

1.1.2 提升执行智能化，解决执行难问题

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信息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

用。通过建设执行指挥中心、执行查控系统、执行小机器

人等，从外出执行实时直播，到联机银行，直接冻结老赖

资产等，中国近几年的执行方面信息化建设，为提高执行

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1.1.3 实现无纸办公，智能办公

中国法院的工作很杂、很多，通过建设完善的办公系

统、人事系统、财务系统、电子档案系统等，把这些工作

分门别类，优化工作设置，提高工作效率。

1.1.4 便民利民，服务创新

中国法院工作和群众密不可分，很多工作始终要围绕

着中国人民群众来开展，特别是现在网络非常发达，法院

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密切关注。所以要通过完善“司法公开

平台”、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推进“12368”公益服

务，推进网上立案、网上信访、电子法院、公开平台等，

来实现服务多元化。

1.2 中国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整体布局

中国法院信息化建设起步相对较晚，是从一开始的

“四级专网+审判服务管理系统”到现阶段的“人民法院信

息化3.0”，基本上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以它的整体

布局主要是围绕着四级专网，以该网络为框架，建设各类

审判执行服务系统平台，这样的整体布局相对简单，兼容

性较高，可以承担不断增加的各类系统平台，但是缺点同

样明显，就是不够统一，整合性很差，系统的难操作有时

候不仅不会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反而增加工作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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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智慧法院”并不“智慧”。

1.3 中国法院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3.1 地域上的局限性

2016年11月，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的一场“指

挥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上，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率领中国上海、江苏、浙江、河北四地高院院长向世界秀

了一把中国“智慧法院”的网络法治成果。这四个地方都

是中国经济大省，现代化程度都很高，但是在中国，除开

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之外，信息化建设有的可以说才刚刚起

步。另外，高院、中院和基层院的信息化建设程度也不尽

相同，往往是上级法院做了什么项目，下级法院只是跟着

文件一起建设，结果有些项目都是不实用的，不切合基层

实际的，建完就废弃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各个地区现代化

程度不同，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从上级到下级，从发达到

不发达，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没有一

个可以兼容各个地区不同要求的“总系统平台”。

1.3.2 技术上的局限性

中国法院的信息化建设毕竟难于同其他高新科技产

业相比，还存在它的局限性，至少从中级法院，基层法院

来讲，所应用的系统平台可以说是相对简陋的，很明显可

以看出是赶鸭子上架的软件，功能简单、兼容性差、容错

率低、与其他系统冲突等，都是问题所在。另外，很多高

新技术并没有能够应用到法院信息化建设当中来，虽然说

2016年底中国最高院信息技术服务中心和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等单位共同成立了天平司法大数据有限公司，但是

也仅仅是出于起步情况，很多像云计算、云存储等都未能

应用，更别说人工智能了。另外，中国法院内部的信息

技术人员普遍存在这些情况：人员配置少、学习培训机会

少、工作量大。特别是基层法院，信息技术人员普遍只配

备一个，除开各种系统、计算机、网络、其他设备等出现

的日常问题维护，很多技术人员还兼职做后勤、开会、开

庭等技术保障工作，如果人工智能能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技

术人员，将会使法院信息化建设更加优化。

1.4 人工智能在中国法院信息化建设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人工智能要“做什么”，可以从中国法院信息化建

设基本情况总结出几点：（1）人工智能要把法院审判、

执行、办公及服务这四个主要工作内容整合起来，形成总

体的“骨架”，先把这个“骨架”架好了，才可以在这个

“骨架”的基础上增加“头、手、脚”。（2）人工智能的

“头、手、脚”分别是：“头”为大数据应用系统、云存

储系统、云计算系统等，“手”为各类工作系统、应用平

台等，“脚”为基础硬件设施。（3）当“骨架”有了，

“头、手、脚”也有了，就剩“经脉血管”了，“经脉血

管”为四级主干网络、内部网、政务网、互联网等。当这

些东西统一起来，很明显，人工智能就成了一个“人”，

一个法院的“超级管家”。

2 人工智能为法院信息化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1 人工智能这个“超级管家”应该“怎么做”

了解了现阶段法院信息化建设的问题，就可以很好地

为人工智能这个“超级管家”安排任务了。（1）打破地域

上的局限性。可以由最高法院牵头，首先制定一个技术标

准，用这个技术标准，先构建一个人工智能基础系统，各

地可以以此系统为框架，加入现有的或未来会有的系统。

（2）解决技术上的局限性。通过人工智能，把所有系统整

合在一起，把重复的、问题多的功能兼并，由人工智能总

指挥，用一个人工智能管理所有系统，减少技术难问题。

（3）打破领导决策层面局限性，通过人工智能，使法院信

息化建设真正变成智能化建设，使法院工作简单、快捷，

让领导“看到好处”。

2.2 人工智能能达到什么目标

2.2.1审判过程更智能

1）促使法院审判公开。当前中国的法院办理案件最怕

的就是出现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这种案件的大量存

在使得公众对法院工作的公平性、合理性都存在一定程度

上的怀疑，造成中国法院开展相关工作相对困难。人工智

能通过由计算机直接生成案件承办法官、书记员、开庭日

期等等，都直接，改变了以往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大

量存在的问题，提高了断案的科学性。此外，随着人工智

能的引入，信息系统的数据分析能力和资料档案的归档能

力都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同时还能够全程记录案件审

理的整个过程，能够让审判过程被完整的记录在案，增加

了审务公开和审务透明度，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有着

重大作用。

2）提升审判效率。众所周知，在中国，司法是社会

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平是社会公平的生命线，保

证司法公平是保证社会公平最基本的步骤。同时，在注重

司法公平的同时，还必须注重法院工作的效率，要保证案

件准确、科学、及时的被审理，要知道迟到的正义也是不

完美的正义，司法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因此，中国法院工

作必须注重效率性。法院的信息建设能够有效提高法院的

工作效率。随着人工智能的引入，能够很大程度上实现法

院办公的智能化，自动化办公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工作效

率，尤其是随着自动化办公设备的引入，从案件的立案到

提交证据以及开庭到最后的结案的整个过程都会由计算机

登记在案，能够很大程度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还能够降低

日常工作成本。当然，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还会对设置相

关的提示器，会提示相关工作人员注重效率，注重时间观

念，减少案件拖延情况的发生。

2.2.2 司法办公更优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能够让中国法院日常工作更为

规范，首先是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安排下，计算机会将所有

的案件所需要的流程、步骤进行划分让每个案件都根据法

定流程在进行，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少人为操作当中的不规

范甚至是违规操作的情况的出现。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

系统的引入，能够改变传统的法院信息系统当中静态管理

的模式，让案件审理成为一个动态模式，能够对每一个案

件的每一个流程全方位的进行监督、管理，避免了所有案

件在操作过程当中所有当事人可能存在的操作不规范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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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强对水文地质问题的研究与分析是提高岩土工程

效率的有力保障。在进行水文地质勘察时，无论是地下水

位发生上升或者下降的情况都会对后期的施工产生一定影

响，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对策将这一问题解决，将会直接

影响工程的质量，甚至缩短建筑工程的使用寿命。

2 工程地质勘探中水文地质造成的危害

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社会活动都可能会引起地

下水位的升降，无论是地下水位上升、地下水位下降还是

地下水位频繁的发生变化，都会对岩土工程造成一定的影

关于工程地质勘察中水文地质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Hydrogeolog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Geological 

张秋宝

Qiubao Zhang

河北资环勘测工程有限公司宽城分公司

中国·河北 承德 067600

Hebei Zihuan Survey Engineering Co., Ltd,

Kuancheng Branch, 

Chengde City, Hebei, 067600, China

【摘 要】水文地质问题是工程地质勘察工作中的一项重点内容，它与工程整体施工质

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进行工程地质勘察工作时必须加强

对水文地质的勘察工作。本文从水文地质的危害入手，进一步论述了应对措施。

【Abstract】 Hydrogeological problem is one of the key contents in engineering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it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whol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proje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people also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nvestigation of hydrogeology in the fi eld 

of engineering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harm of hydrogeology,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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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此同时，法官还能够通过这一完善的动态体系来查

询任何一个案件当中的任何一个步骤相关当事人的信息情

况，能够对案件进行更为全方位的了解。

2.2.3 执行工作更快捷

执行难问题是法院工作的一大难点，通过人工智能解

决执行难问题并非难事。执行员通过携带通信终端设备，

接入执行指挥中心，由人工智能实时地接入各套系统。想

象一下这个场景：执行员出门执行，每到一个执行点，通

信终端设备及时报出改点的时间、地点、被执行人的各方

面重要信息，让执行员实时掌控整个执行过程，并通过快

捷查控被执行人信息，详细了解被执行人的银行信息、出

行信息等多种信息。这样一来，省去大量的各类数据处理

时间，精确执行。

2.2.4 后勤保障更到位

通过云存储方式，保障中国法院的庭审数据、安防监

控数据、案件数据等多种数据的存储，由人工智能平台对

这些数据实时查控，化整为零。由人工智能对法院每年的

财政支出等作出智能化处理，导出每年的开支，通过这些

开支，运算出下一年所需的设备，财政预算等。通过BDS

等，对车辆进行监控，通过公里数、出车数等进行运算处

理，提示哪些车需要加油，哪些车需要维护等。通过人工

智能平台，对所有办公室的计算机、办公设备、空调等进

行监控，下班智能关机，计算机数据智能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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