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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在省市两级法院的悉心指导下以服务实体经济、有

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为目标，不断探索和完

善金融审判工作新机制，提升专业化金融审判水平。

一、案件情况

（一）案件数量

2019 年，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共受理金融类民商事案件 550

件，旧存 20 件，全年审结 570 件，结案率为 100%，案件结收比为

103.64%。 上诉案件 1 件，上诉率 0.18%。

（二）案件类型

2019 年，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金融类民商事案件类型

主要包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和信用卡纠纷。其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最

多，信用卡纠纷次之，分别受理 465 件、85 件，各占 84.54%、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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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案方式

2019 年办结的金融类民商事案件的结案方式包括：判决结案、

调解结案、撤诉结案、按撤诉处理结案、驳回起诉结案。其中，判决

结案 100 件，占比 17.5%；调解结案 58件，占比 10.18%；撤诉结案

375 件，占比 75%；按撤诉处理 12件，占比 2.11%；驳回起诉结案 24

件，占比 4.21%。

二、案件特点

（一）银行类案件为主

2019 年，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案件主要包括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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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合同纠纷和信用卡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与信用卡纠纷的诉讼主

体为辖区内银行。其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存在案件缺席审理多、诉讼

请求模式化等特点。信用卡纠纷呈现被告到庭应诉率低，利息、复利

及违约金计算争议较大等特点。

（二）案件审理周期较长

2019 年，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金融类民商事审判案件，具体

包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和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平均审理天数为 79天。

2019 年，其他民商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 43天。金融类民商事案件

平均审理天数明显大于其他民商事类案件的平均审理天数。金融类民

商事案件呈现出审理周期长的特点。

（三）案件调撤率较高

2019 年，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金融类民商事案件调撤率为

75.96%，判决率为 17.5%。调撤率高的原因是辖区内银行经营决策灵

活，借款人分期付款或归还逾期贷款的，大部分银行同意调解和撤诉

结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通常不大，加之法官注重调解，当事人达成

协议调解和撤诉概率相对较高。

（四）民营金融案件数量增长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分别受理民营

金融类案件 62件、112 件、128 件。民营金融类案件数量的增长，带

来了金融案件审判的新型化、灵活化的转变。同时也显现出亟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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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民营金融类纠纷的司法服务理念，着力化解民营企业金融行为中

的金融风险的案件特点。

（五）案件送达难问题突出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金融民商事类案件尤其是信用卡案件的被

告送达难问题突出，严重制约案件的审判质效。且金融机构在发放贷

款和信用卡时并不注重对被告经常居住地信息的收集，同时也受制于

当今社会人口流动性因素的影响，案件诉讼中，被告很难找到。公告

送达时间长，且缺席审理无法通过双方充分抗辩更好的查明案件事实，

从而制约了此类案件的审判质效。

三、专项金融审判的主要工作举措及成效

（一）坚持正确审判理念，积极开展金融审判工作

为服务新时代长春市宽城区发展大局，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始

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价值取向，平等地保护金融市场主体的合

法权益，积极引导金融行为，服务宽城实体经济发展。以智慧法院建

设为依托，充分分析金融司法大数据，密切关注各类金融案件的涉讼

主体、案件数量、标的额、案件类型等重要指标的动态变化，提升金

融机构防范风险能力，大力服务保障金融市场发展，预防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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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建专业审判团队，不断提升审判专业化水平

针对金融类民商事案件专业性强的特点，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为更好地适应金融审判新形势，组建了两个金融审判专业团队，每个

团队由三名员额法官、三名法官助理、两名书记员组成。两个审判团

队定期召开法官会议，学习相关金融知识及法律规定，研讨疑难、典

型案件，交流审理、裁判心得，统一裁判尺度。经过共同努力，顺利

完成了 2019 年涉金融审判类案件结案率 100%的目标。

（三）加强审判信息化建设，完善“两个一站式”服务

为落实一站式金融诉讼诉服务，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在诉讼服

务中心设立导诉区、立案登记区、诉讼服务区、网上立案区、诉讼服

务区五大功能区，并成立智能辅助办案中心，承载诉讼卷宗扫描、编

目、装订、归档、电子档案借阅功能，实现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

办案人云柜自助借阅卷宗、当事人网上查阅电子卷宗。为落实一站式

多元解纷机制，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强化了诉前调解工作，安排专

人对接金融诉讼当事人，尽可能在诉讼前通过调解与和解的方式解决

纠纷，便利双方当事人。

（四）健全保全工作流程，开辟金融案件保全绿色通道

为维护金融企业的合法权益，保障金融类案件的送达率、执行到

位率。2019 年 3 月 1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制定了诉讼保全工

作流程规定，全面梳理、规范诉讼保全流程，并针对金融类案件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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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通道，安排专人负责金融类案件财产保全线上、线下查控。2019

年，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完成金融类案件保全 110 件，保全完毕

110 件，保全金额 4000 余万元。

（五）指导辖区金融机构建立送达地址确认制度

金融审判的难题主要在送达，送达难严重制约着金融审判的质效。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指导辖区银行建立送达地址确认制度。2019

年 11 月 11 日，长春市宽城人民法院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市分行发出吉 0103 法建（2019）10 号司法建议书，建议该行

创立并完善借款人及保证人的送达地址确认制度。2019 年 12 月 11

日该行复函，已进行深入研讨，并建立了送达地址确认制度，并且将

送达地址确认书是否签署标准作为是否放款标准，从根本上解决金融

类案件送达难问题。

（六）注重前瞻调研，落实普法宣传积极防范金融风险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通过召开金融企业座谈会形式，调研金融

企业在立案、审判、执行中遇到的实际难题，并反馈我院在审判、执

行中对金融机构业务操作中的建议 。另外，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审判团队深入多家金融机构开展金融风险防范专题讲座，引导金融机

构的员工学法、知法、用法、守法，提高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助力金融机构良性运营、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

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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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开展涉金融执行专项活动，解决金融案件执行难

2019 年，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在开展了“春雷”、“夏日闪电”、

“秋猎”、“冬季风暴”等专项执行活动，综合运用扣押车辆、强制腾

迁、司法拘留等执行措施，坚决打击隐匿财产，逃避执行的不法行为，

取得了明显的工作成效。全年涉金融类执行案件 150 件，执行标的额

1亿余元，执行到位 7000 余万元。

四、2020 年金融审判工作展望

（一）树牢司法服务保障理念

金融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金融机构的规范运营与发展壮大直接关

乎到我国金融系统风险防控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金融审判应当

坚持金融安全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并重的理念，强化司法服务和保障

功能。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金融风险防控与实体经济发

展遭遇重大挑战。为此，金融审判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

推进新冠肺炎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

央、省市区委和上级法院的相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审判职能，避免

因新型肺炎疫情引发纠纷导致金融风险的发生，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支持诉讼双方共度难关；与金融机构保持良好沟通，助力金融

风险防控，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为实体企业提供持续提供法律服务与

法律支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的金融借款纠纷，为实体企

业降低因疫情引发的逾期还款的违约成本，为实体企业的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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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力保障。

（二）持续提升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

金融类案件审判的专业化水平，决定了该类案件的审判质效。

2020 年，将着重从审判组织优化、审判能力提升、审判模式构建三

个方面着手，努力把金融审判专业化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优化

审判组织方面，借助完善人民陪审制度契机，提请选任一批掌握金融

政策知识、业务经验丰富的金融从业或监管人员及专家学者担任人民

陪审员，参与疑难、复杂、典型金融类案件的审理，弥补法官金融专

业知识不足的短板；审判能力提升方面，为金融审判团队积极创造学

习培训机会，经常组织召开办案经验交流会、案例专题研讨会、学习

沙龙等活动，培养打造一支既通法律又懂金融的专业化审判队伍；审

判模式构建方面，针对金融类案件标的业务模式化的特点，积极探索

类案要素审判，具体实施步骤分为审理要素及裁判要素的提取阶段，

审判要素及裁判要素的确定阶段，形成金融类案件固定的审判要素和

裁判要素，以及庭审笔录及裁判文书的模板化，初步形成金融类案件

的类案要素审判模式。

（三）探索深化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

强化社会治理理念，积极推进金融类案件诉源治理、多元化解工

作。紧紧依靠党委和政法委领导，加强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沟通协

调，落实府院联动机制，充分发挥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诉讼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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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作用，健全完善源头预防、联调联动、多元化解、效力对接的矛盾

纠纷解决机制，推进金融类纠纷化解关口前移、前端治理。

（四）深入推进金融审判智能化建设

立足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进程，统筹抓好智能辅

助金融审判工作，利用智能辅助办案中心，实现诉讼全流程在线流转，

加强实施无纸化办案模式，促进审判效率的提升；以吉林移动微法院

为依托，全面收集、金融类案件的收、结案情况，利用大数据分析金

融类案件动态，掌握辖区内金融机构金融类案件现状，实施金融类案

件的繁简分流；积极发挥文书智能校对、文书智能纠错系统的智能化

优势，全面提高金融类案件法律文书的规范性；推动建立以电子诉讼

服务为核心的“一网解纷、一网通办、一站通办”全流程业务诉讼新

模式，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便利的诉讼条件，凸显司法便民理念；探索

建立金融类案件全流程网上审理新模式，加强内外网数据互联互通、

庭审直播对接。充分利用司法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方式提升金融类案件网上审理效率。

（五）充分发挥金融审判的规范引导功能

紧密结合审判工作实践，注重通过案件分析研判苗头性、趋势性

问题，及时向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提出工作意见和司法建议，引导金

融机构合规经营；持续发挥普法职能，着力实施法院金融审判文化产

品创新工程，有效利用法律大讲堂的文化主阵地作用，定期开展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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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宣传活动，向金融机构答疑解惑，通过典型案例及法律适用讲解，

提升金融机构的法律风险防范能力；探索建立借款人回访机制，对撤

诉结案，调解结案的借款人进行回访，了解金融机构的后续服务措施，

促进金融机构合理发挥金融服务功能；建立、健全与金融机构的长期

交流机制，通过定期召开金融专题会议的形式，了解金融机构的法律

需求，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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