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条 为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诉权，提升网上立案服务水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 一站
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要求，结合重庆法院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网上立案是指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通过重庆法院“易诉”平台、“移动微法
院”、重庆“易法院”手机APP以及金融、知产类案智审平台等平台上开通的网上立案功能模
块向人民法院提起立案申请，接受申请的法院依法通过网上审核并决定是否受理的登记立
案方式。

第三条 可通过网上立案平台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案件包括：依法应该受理的一审民事起
诉、行政起诉和刑事自诉，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

第四条 网上立案申请程序及相关事项：

（一）当事人在网上立案平台自主注册账号并进行实名认证；重庆律师可通过律师服
务平台登录。

（二）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应当根据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选择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并按照网上立案平台的提示选择案件类别，真实、准确、有效填写案件信息、当
事人信息等。

（三）需要扫描上传的材料：

1．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的诉状；

2．起诉人、自诉人是自然人的，上传身份证明；起诉人、自诉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上传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加盖法人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及其个人身份证件；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提供组织机构代码的，应当提供组织机
构被注销的情况说明；

3．委托诉讼代理人除应当有授权委托书外，律师应当提交律师执业证及律师事务所
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提交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介绍信
以及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证明材料，当事人的近亲属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委托人
有近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
事关系的证明材料，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应当提交身份证件、推荐材料和当
事人属于该社区、单位的证明材料，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相关证
明材料；

4．具体明确的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材料；

5．与诉请相关的证据或者证明材料。

（四）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后，提交审核，完成网上立案申
请。提交审核前可以对信息、材料进行查看、修改或删除；提交审核之后，可以通过“立案
信息”查询法院审核情况。

第五条 在网上立案平台所提交的立案材料应使用A4型纸扫描图像，并附有与网上提交
的起诉状（申请书）内容一致的电子文本，其他材料的电子文本可一并提供。

第六条 对通过网上立案平台申请立案的适宜调解的案件，立案部门应积极引导当事人
选择人民调解或者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化解纠纷。

对当事人同意诉前调解的网上立案申请，可转入重庆法院“纠纷易解”平台由调解组织
进行调解。



当事人不同意诉前调解或诉前调解不成当事人坚持申请立案的，由立案法官审核立
案。

第七条 立案部门应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规定的期限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提交的网上立案申请进行审核。

对经审核符合立案受理条件并决定立案受理的网上立案申请，立案部门应向当事人或
其诉讼代理人发送《受理案件通知书》《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等诉讼文书。

当事人提交的诉状和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在指定期限内
补正。对不能通过网上立案平台完成材料补充和信息补正的，可通知其到窗口办理立案手
续。对年龄较大或身有残疾行动不便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可主动上门收案。

对经审核不符合立案受理条件的网上立案申请，立案部门应不予登记立案并告知其理
由。当事人坚持要求立案的，裁定不予受理。

第八条 对通过网上立案平台提交立案申请的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可引导
其签订包括电子送达等方式在内的送达地址确认书。

第九条 经审核符合立案受理条件的网上立案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可在网上交费平
台交纳诉讼费用。不按时交纳诉讼费用、不交纳诉讼费用或申请诉讼费用司法救助未获批
准后仍未按要求交纳诉讼费用的，按照撤回起诉处理。

第十条 在人民法院发送的《应诉通知书》或《执行通知书》等材料中，告知被告或其
他当事人可通过“易诉”平台、“移动微法院”“易法院”手机APP等智审平台参与诉讼。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诉讼服务中心配备网上立案的设施、设备，并为当事人或其
代理人申请网上立案提供咨询服务。

第十二条 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申请网上立案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正确填写立案信
息，确保所提交立案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清晰。所提交的材料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的；

（三）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四）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的；

（五）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

（六）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

（七）诋毁谩骂，侮辱诽谤他人的；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十三条 对提供虚假身份或立案信息进行虚假诉讼的，或者通过网上立案平台实施其
他违法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和立案工作实际及时
修订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