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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立项依据

我院自 2017 年 3 月正式启动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改革试点工作以来，通过不断摸索，逐步建立起“诉前调解

-诉讼立案-审判”的多元解纷模式。2019 年，《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

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提出：要坚持把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大力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完善“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从源头减少诉

讼增量，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矛盾纠纷多元化化解的改革路

径。为贯彻发扬新时代 “枫桥经验”的核心理念精神，福

田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司法为民”宗旨，以诉源治理非诉

解纷工作中心建设为切入口，在深圳市委政法委和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的统筹指导下，于 2021 年 3 月率先试点设立全

市首家“深圳市诉源治理非诉解纷工作中心”，集合调解、

公证、法律援助、心理咨询、诉讼于一体，为辖区企业、居

民提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融合多方力量探索构建

“基层党建+诉源治理+多元解纷+诉讼服务”城域诉源治理

模式，促进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打通群众诉求的“最后一

公里”。

（二）项目管理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

该项目主要由我院立案庭负责牵头管理。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2021 年部门预算 415.00 万元，用于开支法律服务 U 站

工作经费、调解前置工作经费及改革宣传经费等，并按照调

解调成案件数量开支调解补助，第一季度实际支出 46.21 万

元、第二季度 141.21 万元、第三季度 38.88 万元、第四季

度 188.33 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及实现情况

2021 年我院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专项经费

批复指标为415.00万元，实施内容包含调解员补贴约343.65

万元，心理疏导服务外包 40 万元，法律志愿者 U 站服务经

费 11.35 万元，我院“流码案件流转系统”升级、运维费用

10 万元，设计制作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牌匾、名册 5

万元，调解员管理系统维护费 5 万元。

当年实际支付调解员补贴 353.89 万元，心理疏导服务

外包 28.46 万元，法律志愿者 U 站服务经费 5.59 万元，用

于调解员培训费用 68992.8 元，设计制作、更换调解员工作

证 7080 元，多元解纷宣传材料制作费用 8800 元，司法确认

系统建设项目尾款 18 万元。实际支出 414.63 万元，贴近专

项经费的批复指标。

二、项目绩效评价结论和分析

（一）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在市区两级政法委的领导和市中院的指导下，福田法院

坚持司法引领推动多元共治，在深化多元解纷机制改革的基



础上，探索创新诉源治理模式，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体系，建立有效的实质性诉调对接机制，尽可能的将纠纷

化解于诉前。2021 年度，诉调对接中心收案 118077 宗（含

2020 年旧存 57275 宗），调撤结案 19212 宗（含司法确认 1521

宗），转诉讼立案 55104 宗，存案 43761 宗（含个案 4728 宗，

系列案 39033 宗）。

（二）项目绩效分析

1、从项目决策角度分析，项目目标即为深化多元化矛

盾纠纷解决机制，项目决策依据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

门年度工作计划。

2、从项目管理角度分析，该项目预算资金到达及时，

实际使用情况贴合预算及批复指标，不存在虚列项目支出、

截留、挤占、挪用、超标准支出等情况。

3、从项目绩效角度分析，包括项目产出的数量、质量、

时效、成本均已达到绩效目标；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力和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等均

已完成目标。

三、取得的成效

（一）持续完善调解员分类分层分级管理模式

一是修订了《调解员管理办法》、《调解员补贴办法》，

根据上述规定对任期届满的调解员展开择优续聘，不断优化

调解队伍结构，同时开展第 7 批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

爱心调解员的招募工作，主要面向律师、退休法官以及其他



有相关法律工作经验的人员中吸纳调解人才，吸纳深圳市物

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为特邀调解组织、王新意等 29 名个人

为特邀调解员、刘小焱等 21 名个人为我院爱心调解员，充

实我院调解员队伍的专业素养，强化配强配齐。

二是根据上述规定对我院 390 名特邀调解员、110 名爱

心调解员的工作质效、工作态度、纪律作风等进行年度考核,

结合 2018-2019 年度的工作表现，对上述 500 名调解员评定

等级，对其中的 19 名“钻石调解员”和 27 名“金牌调解员”，

并根据相应补贴标准的 1.1 倍核算其 2021 年调成案件工作

补贴，并完成了补贴的核发工作，通过激励机制充分发挥评

级正向引导作用，促进调解员队伍职业化。

三是注重分层培养，一方面结合新媒体新工作方式，组

织全体调解员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开展的系列在线调解实务

工作系列培训，另一方面汇总我院诉源治理多元解纷方面的

规章制度以及制作融平台内网、外网（包括诉前调、判后调

案件）的操作指引，印制调解工作手册，购买调解培训书籍，

定期组织调解员开展相关培训，提升优秀调解员业务能力。

通过持续完善调解员分类分级分层管理模式，打造了一支调

解技能过硬的调解员队伍，调解员分类分层分级管理改革经

验获《法治日报》《人民法院报》专题刊发。

（二）深化多元解纷机制，打造调解全流程覆盖模式

一是完善委派调解机制。建立诉中跟踪调解机制，制定

《调解员参与诉讼（执行）案件调解工作指引》，对于诉前



调解未成功转立案案件，承办法官经审理认为存在调解可能

的，可提出委派调解申请，由诉调对接中心指派原调解员跟

调或委派新调解员调解，2021 年以来诉中跟调成功 1074 件，

委派调解成功 521 件。建立委派驻点调解机制，委派调解员

进驻深圳市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会，设立金融纠纷调

解室，专职开展金融及信用卡纠纷调解，已成功化解纠纷

4000 余件。

二是完善家事调审融合模式。诉调对接中心设有专门的

家事调解室，家事团队配置家事调解员、心理咨询师等多名

调解辅助人员，协助法官开展纠纷调和、心理干预、跟踪帮

扶等工作，同时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内设提升化解效能，

2021 年家事案件调撤率达 41%。

三是实行上诉审前调解。推进民商事上诉案件二审审前

调解，制定《关于推进上诉案件审前调解工作的实施细则（试

行）》，充分利用上诉案件移送期间，力争促成更多纠纷化解。

建立判后调解员分组名册，区分业务领域组建 9 个上诉案件

审前调解小组，由对口业务庭进行指导管理。对于当事人提

起上诉但仍有调解意愿的案件，由原审法官在名册选取调解

员，并指导调解员开展调解、答疑、息诉等工作，引导当事

人通过达成调解协议、自动履行、撤回上诉等方式化解纠纷。

2021 以来开展上诉案件审前调解 4493 件。

（三）大力推进诉源治理，打造非诉解纷梅林模式

2021 年 3 月，在市委政法委、市中院的领导下，我院与



梅林街道办共同设立全市首家诉源治理非诉解纷工作中心，

充分整合多方力量，将市、区两级法院司法资源延伸至基层

治理末梢。中心集立案、调解、在线司法确认、网上巡回法

庭、电子阅卷、公证、法律咨询和心理咨询等功能于一体，

设有 3 间调解室、1 间在线司法确认室、1 间心理咨询、法

律援助、公证办公室，配备调解员、公证员、心理咨询师、

法律援助律师等常驻人员 8 名。

一是强化纠纷诉前调解。我院与街道司法所派工作人员

常驻中心，每周定期向中心派驻值班法官，协助街道、社区

干部对矛盾纠纷进行登记、过滤、分流，指导调解工作，及

时释明法律问题，引导群众选择适当的纠纷解决方式。矛盾

纠纷进入中心，根据产生原因、涉及人数、紧急程度、对社

会秩序影响大小等因素对矛盾纠纷进行分级分类，分别导入

不同层级、动员不同资源进行化解，逐步推进矛盾纠纷处理

标准化建设。如通过法院、街道、公安联动有效化解陈某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通过中心、社区分层调解有效化解 96 名

家长与某培训机构合同纠纷。

二是提供身边的诉讼服务。我院与梅林街道签署《关于

设立诉源治理非诉解纷中心及诉讼服务站（法官联系点）合

作备忘录》，中心同时也是我院梅林诉讼服务站（法官联系

点）。中心提供便捷快速的立案、诉讼费用办理、电子阅卷、

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在线庭审、打印法律文书、法律咨询

等各项诉讼服务。2021 年 9 月，中心完成新址搬迁，全面强



化基础配套建设，为群众提供更为便利、设施更好的诉讼服

务。

三是整合多元法治力量。中心现有我院派驻的 3 名特邀

调解员、梅林街道党工委派驻的 2 名人民调解员、深圳前海

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和深圳市蓝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

派驻的 3 名专业调解员，福田区司法局派驻的法律援助律师

以及深圳市先行公证处设立的工作点，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法律援助、公证办理、诉前调解等各类法律服务。中心通过

引入公证，发挥公证机关在证据固定、文书赋强等方面的优

势，先行将可能引发纠纷的行为、事项予以公证取得确定的

法律效力，已办理公证业务 8160 件，涉及标的额约 245 亿

元。

四、存在的问题

（一）经费的目标设定

2021 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专项经费的立项目标，

主要在于通过强化调解队伍力量，实现纠纷和谐高效化解。

案多人少的矛盾是中心区法院长期以来的工作桎梏，为进一

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实现审判效率提高，我院以诉调实质

性对接为目标，不断深化发展多元解纷机制，同时启动基层

诉源治理项目，通过多方努力将案件消化在源头或诉前，基

本契合中心城区人案矛盾突出的现实需求，但目标设定需要

进一步深化细化。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经费不足



一方面我院 2022 年调解员及其他工作人员补贴预算为

350 万元，去年 10 月份开始新增了判后调，调解成功的案件

补贴集中在今年报销；即将新增执前督促和执行和解，以及

金融案件试行商事调解后，调成比例上升等因素，都将导致

今年调解员补贴支出增长。另一方面，根据 2022 年我院重

点创新工作安排，其中扫码解纷系统开发、调解员管理系统

开发以及流码升级添加“执行前督促”功能等，均需要支出

开发和运维费用，综合以上因素，预计 2022 年经费将严重

不足。

五、相关建议和整改措施

我院是全市首家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单

位，经过几年的运行，我院多元解纷工作现处于平稳进步阶

段，导入调解的案件数量总体保持平稳，调解队伍日益壮大，

配套的规章制度建设业已基本形成并不断完善优化。

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是我院为努力打造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所作出法院特有探索，在此基础上，

2021 年我院还启动了诉讼与非诉讼解纷实质性对接改革、诉

源治理建设等项目，在专项经费使用上也将继续积累经验，

不断增强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预算执行的效率，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