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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人民法院文件

通法〔2019〕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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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人民法院

关于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暂行规定

为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的解

决方式的有限衔接,规范我院特邀调解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等相关规定，

结合我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我院吸纳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

调解等调解组织和个人成为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接

受人民法院立案前委派或者立案后委托依法进行调解，促使当

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调解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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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我院特邀请行业调解组织县律师调解协会、保险

行业调解协会等调解组织参与调解工作。

第三条 通过诉前导诉、案件分流、程序衔接，对纠纷进

行分流，将适宜的案件引入调解程序解决。

第四条 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将纠纷交

给名册内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进行调解。对建立的特邀调解组

织和特邀调解员颁发证书，并对名册进行管理。

第五条 对特邀调解主体进行指导与服务。我院在提高调

解员素质方面下功夫，做好培训工作，帮助调解员提高调解技

能。通过接受特邀调解员的咨询、定期开展经验交流活动等多

种方式。对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的调解活动进行指导。

第六条 为特邀调解员提供专门办公场所，地点设在诉讼

服务中心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配备电脑 3 台，办公桌椅

四套。

第七条 对特邀调解纠纷进行流程管理。具体体现为当事

人诉至法院时，人民法院需要甄别出适宜调解的纠纷，指导当

事人选择名册中的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进行调解；在纠纷进入

特邀调解后,管理特邀调解案件流程并统计相关数据，完善登

记、流转等相关制度，跟踪委派、委托案件的进展情况。

第八条 组织开展特邀调解的业绩评估工作。人民法院应

当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业绩档案，组织对特邀调解

组织和特邀调解员的评估工作，为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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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补贴。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向特邀

调解员发放误工、交通等补贴，对表现突出的特邀调解组织和

特邀调解员给予物质或者荣誉奖励。

第九条 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的入册条件及义务。

（一）名册制度是对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进行规范

化管理的基本制度。人民法院开展特邀调解工作应当建立特邀

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从而将名册制度作为基础制度确

定下来。

（二）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是开放性的。名册

没有名额限制，入册条件设置得也较为宽松。只要是依法成立

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及其他具有调解

职能的组织。就符合特邀调解组织条件。对于普通个人而言，

只要品行良好、热心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沟通协调能力，即可

成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

（三）调解组织和个人入册方式也较为灵活简便，主要有

两种方式:申请和邀请。调解组织和个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

请，通过填写表格，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即可完成申请。

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规定向特定的调解组织,或者向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专家学者、律师、仲裁员、公证员、

鉴定员、基层工作人员、退休法律工作者等个人发出邀请。人

民法院对调解组织和个人提交的材料采取审核制，对符合条件

的调解组织和个人。应当列入名册。在特邀调解名册中列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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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视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

第十条 对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的义务作出规定:

（一）在入册前与任职期间,应当接受人民法院组织的业务

培训。培训是提高调解员调解技能的首要途径。培训由人民法

院组织，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给培训组织或机构进行。

（二）特邀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注意对虚假调解与

虚假诉讼的审查，发现双方当事人存在虚假调解可能的，应当

中止调解，并向人民法院或者特邀调解组织报告。人民法院或

者特邀调解组织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审查，并依据相关规定

作出处理。

（三）特邀调解员应当遵守禁止行为规定。特邀调解员在

调解过程中不得强迫调解、违法调解，不得接受当事人请托或

收受财物。不得泄露调解过程或调解协议内容，以及不得有其

他违反调解员职业道德的行为。当事人发现存在上述情形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投诉。经审查属实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

并作出警告、通报、除名等相应处理。

第十一条 特邀调解的程序

特邀调解各阶段的具体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人民法院需要对特邀调解进行引导。纠纷是否适宜

调解，应当由负责特邀调解的法官进行甄别，根据先行调解原

则，指导当事人选择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进行调解。登记立案

前，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可以将纠纷委派

给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在登记立案后或者

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也可以委托给特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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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人民法院负责特邀调解的部

门应当指导当事人选择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做好相关材料的

移交工作。

（二）特邀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履

行通知与告知义务，根据情况确定合适的调解方法。特邀调解

员应当向当事人履行通知与告知义务，即将调解时间、地点等

相关事项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调解程序开始之前，特邀调解

员应当告知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调解规则、调解程序、调解

协议效力、司法确认申请等事项。特邀调解员应当根据案件具

体情况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调解。

（三）调解终止后，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应当与

人民法院进行工作交接。委派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特邀调解

员应当将调解协议提交人民法院备案。

1、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规定

电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委托调解达成调解协

议的。特邀调解员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调解协议由人民法院审

查并制作调解书结案。

2、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

法作出裁定。

3、委派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特邀调解员应当将当事人

的起诉状等材料移送人民法院。

4、当事人坚持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登记立案。委托

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转入审判程序审理。

5、调解未达成协议转入审判程序的，还应当注意特邀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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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角色冲突与证据限制的问题。特邀调解员不得在后续的诉讼

程序中担任该案的人民陪审员、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以

及翻译人员。

（四）特邀调解的调解期限。特邀调解不宜久调不决，《规

定》对调解期限作出了具体规定。委派调解的调解期限规定为

30 日。同时，对双方当事人协商延长调解期限的，可以延长。

对于委托调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将其调解期限规定为适用普通程序的调解

期限为 15 日，适用简易程序的调解期限为 7 日。但是双方当事

人同意延长调解期限的，可以协商延长。延长的调解期限不计

入审理期限。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院审判委员会负

责解释。

通许县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6 日

通许县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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