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规范全市法院在线庭审活动秩序，切实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等有关规定，结合重庆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
规则。

1. 本规则所称在线庭审活动是指依托重庆法院“易诉”平台、重庆“易法院”手机APP、
重庆移动微法院（微信小程序端）、重庆法院公众服务网、重庆法院律师工作平台、重庆
法院内网远程视频系统等在线诉讼平台开展的网上庭前会议、提讯、询问、听证、开庭、
调解、宣判等诉讼活动。

2.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现有技术条件、具体案件情况以及当事人意愿等因素，综合确定
是否采取在线庭审方式。

公开审理的民商事、行政案件一般均可以采取在线庭审方式，但案件存在双方当事人
不同意在线庭审、不具备在线庭审技术条件、需现场查明身份、核对原件、查验实物等情
形的，不适用在线庭审。

刑事案件可以采取远程视频方式讯问被告人、宣告判决、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等。对
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简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妨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
件，以及其他具备在线庭审条件的刑事案件，可以探索采取远程视频方式开庭。

有证人、鉴定人以及准备出庭提出意见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案件、需要翻译人员
的案件、疑难复杂案件、敏感案件以及当事人人数众的案件，慎重适用在线庭审。

当事人同意案件在线庭审的，应当计入笔录或在信息系统确认、留痕。

3．人民法院确定采取在线庭审方式的，应当向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告知本庭审规
则中的相关注意事项、庭审纪律，以及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在线庭审活动或者庭审中擅自
退出的法律后果。

4. 人民法院开展在线庭审活动，一般应当在法庭内进行。因疫情防控需要等原因，确
需在其他场所开展在线庭审的，应当报请本院院长同意，并保证庭审场所庄重严肃、庭审
礼仪规范。

5.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应当选择光线适宜、环境安静、相对封闭、网络信号良好
的场所参加在线庭审活动，并按照人民法院通知指引在庭审开庭前三日内登陆在线诉讼平
台进行庭前测试，安装庭审必须的软件，确保庭审时网络稳定、畅通，视频画面清晰，音
频传输顺畅。

6．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通过注册重庆法院在线诉讼平台账号登陆参与在线庭
审活动，也可以直接通过立案时预留在重庆法院审判流程管理系统中的身份证号码和手机
号采用短信动态码登陆参与在线庭审活动。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应妥善保管在线诉讼平台账号和密码，不得授意他人使用其
账号和密码冒充本人参加庭审，他人亦不得冒充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登录在线诉讼
平台参加庭审。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登录重庆法院在线诉讼平台所作行为视为被认证人本人行
为，但因在线诉讼平台技术原因导致系统错误或者被认证人能够证明账号被他人盗用的除
外。

7. 在线庭审活动应当以在线视频方式进行，不得采取书面或者语音方式。在线庭审过
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全程录
音录像并存储归档。



采用书记员到庭的庭审记录模式的，在线庭审结束后，人民法院应当同步生成庭审电
子笔录，由审判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在线确认。

采用无书记员到庭的录音录像庭审记录模式的，应当在开庭传票、出庭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中书面告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且独任法官或审判长应在开庭时宣告本次开庭
系采用无书记员到庭的录音录像庭审记录模式，全程录音录像即为庭审记录，庭审结束录
音录像系统关闭时庭审记录即告完成。

电子笔录、庭审录音录像应按规定回传至审判流程管理系统。

8．在线庭审活动开始前，人民法院应当完成必要的技术性准备和事务性准备。

技术性准备包括应在开庭前检查并确认音响、摄像头、麦克风、网络环境、远程庭审
系统等软硬件设施运行顺畅，必要时予以技术支持，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应予配合。

事务性准备包括应在开庭前联系各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庭前测试，检测确
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使用的设备、场所及网络环境等符合在线庭审要求，查明当事
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进入在线庭审系统，以及完成审判人员授权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9．在线庭审活动开始前，人民法院应通过证件证照比对、手机验证码等在线方式仔细
核实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身份信息。

10. 在线庭审活动开始前，人民法院应宣读以下法庭纪律：

（1）所有到庭人员均应服从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指挥，尊重司法礼仪，遵守法庭纪
律；

（2）不得吸烟、鼓掌、喧哗、进食、拨打或接听电话，未经法庭允许不得随意站立、
走动及发言、提问；

（3）用于在线庭审活动的手机必须开启“免打扰”模式并设置为“禁止所有打扰”，同时
关闭其他通讯工具或者设置为静音模式；未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用于在线庭审活
动的电脑及终端设备不得开启或使用即时通讯、音视频播放等可能影响庭审正常进行的软
件；

（4）未经法庭允许，不得随意脱离视频画面，应确保头面部完全显示在视频画面的合
理区域，并不得在视频画面中展示标语、条幅、传单等可能妨害法庭秩序的内容；

（5）未经法庭允许，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
播庭审活动；

（6）未经法庭允许，不得允许无关人员进入视频画面区域及允许他人在自己选择的庭
审场所旁听、讨论或提供庭审建议；

（7）不得出现其他可能妨害庭审秩序的行为；

（8）在线庭审全程录音录像，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员违反法庭纪律、破坏法庭秩序、
妨害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庭审录音录像将作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证据。

11. 人民法院开展在线庭审活动，应当通过网上明示、语音播报或现场宣读等方式向当
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权利义务告知，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请回避、举证、质证、陈
述、辩论等诉讼权利。

12．人民法院开展在线庭审活动时，应当要求尚未确认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的当事人或
其诉讼代理人通过在线方式确认自己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



13. 人民法院组织在线庭审活动的具体程序依照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执行。

庭审前已完成庭前证据交换并发表质证意见的，可简要询问当事人对其各自提交的起
诉状、答辩状、证据及质证意见是否有补充、修改，若无可直接进入法庭辩论环节。

14. 公开审理的案件，公民可以旁听。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允许他人在自己所选在线
庭审场所旁听庭审的，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的相关规定。

为避免旁听人员对在线庭审活动造成干扰，人民法院应积极引导旁听人员通过庭审直
播网观看庭审。

15. 证人、鉴定人以及准备出庭提出意见的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不得
与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于同一场所参加在线庭审。

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要求证人、鉴定人以及有专门知识的人到院出庭。

16. 出庭人员在在线庭审过程中如遇短暂网络中断或系统故障，应在故障消除后立即重
新加入在线庭审，并向审判人员报告原因。如遇较长时期的网络故障、设备损坏、电力中
断或者不可抗力等情形，应及时向审判人员报告，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核实后应当宣布休
庭，可给予其合理时间排除故障，故障排除后继续进行庭审。

17.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明确同意在线庭审，但不按时参加或者庭审中擅自退出的，
除经查明确属网络故障、设备损坏、电力中断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外，可以认定为“拒不到
庭”和“中途退庭”，分别按照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处理。

18. 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及旁听人员应充分尊重司法礼仪，确保在线庭审过程安全
文明、规范有序：

（1）不得在网吧、商场等影响视频效果和有损庭审严肃性的场所参加在线庭审活动，
并确保在线出庭音视频内容不出现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的情形；

（2）仪表整洁，着装规范。律师担任辩护人、代理人参加在线庭审活动的，应当穿着
律师出庭服装并佩戴律师徽章；出庭履行职务的人员，应按职业着装规定着装，没有职业
着装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或所在单位系案件当事人的，应着正装；非履行职务的出庭
人员及旁听人员，应当文明着装；

（3）审判人员进入法庭、退出法庭和宣布裁决时，全体人员应当起立；

（4）庭审发言时，应吐字清晰、语速适中、声音洪亮，不得使用有损人格或带有人身
攻击性的不文明语言；

（5）不得在行走或驾驶交通工具时参与在线庭审活动；

（6）不得在醉酒等精神状态异常的情况下参加在线庭审活动；

（7）不得从事其他违反司法礼仪的行为。

19. 对违反本规则的人员，视情节轻重依法予以警告、训诫、责令退出庭审、强行退出
庭审、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 对哄闹、攻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在线庭审秩序的人员，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

21. 本规则自2020年3月13日起施行，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在线庭审法庭纪律（样式稿）

附件

在线庭审法庭纪律（样式稿）

一、审判人员在进入法庭、退出法庭和宣布裁决时，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及全体
旁听人员应当起立。

二、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及全体旁听人员均应服从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指挥，尊
重司法礼仪，遵守法庭纪律。

三、不得吸烟、鼓掌、喧哗、进食、拨打或接听电话，未经法庭允许不得随意站立、
走动及发言、提问。

四、用于在线庭审活动的手机必须开启“免打扰”模式并设置为“禁止所有打扰”，同时
关闭其他通讯工具或者设置为静音模式；未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用于在线庭审活
动的电脑及终端设备不得开启或使用即时通讯、音视频播放等可能影响庭审正常进行的软
件。

五、未经法庭允许，不得随意脱离视频画面，应确保头面部完全显示在视频画面的合
理区域，并不得在视频画面中展示标语、条幅、传单等可能妨害法庭秩序的内容。

六、未经法庭允许，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
播庭审活动。

七、未经法庭允许，不得允许无关人员进入视频画面区域及允许他人在自己选择的庭
审场所旁听、讨论或提供庭审建议。

八、公开审理的案件，公民可以旁听，但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
则》的相关规定。

九、不得出现其他可能妨害庭审秩序的行为。

十、在线庭审全程录音录像，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员违反法庭纪律、破坏法庭秩序、
妨害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庭审录音录像将作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证据。

十一、对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员，可视情节轻重依法予以警告、训诫、责令退出庭审、
强行退出庭审、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二、对哄闹、攻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在线庭审秩序的人
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