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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司法审判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的突破而形成的AI大模型为环

境司法审判工作转向更高水平的智能审判体系提供了重大机遇。本文围绕推进AI大模型技术与环境司法审判工作融合、实

现环境司法审判工作创新发展的主旨，探讨了AI大模型在环境司法智能审判中的赋能作用和应用实践，凝炼了当前环境司

法AI大模型存在的数据质量“低劣”“算法黑箱”引发偏见、深度应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以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应用为

例，构建了基于AI大模型的环境司法智能审判系统，阐述了相应系统的架构设计以及涉及的技术要素。进一步提出了注重

顶层设计、建设环境司法高端智库，建设环境司法数据中台、健全司法数据标准及规范体系，构建算法治理机制、促进环境

司法审判公平正义，完善环境司法多元问责机制、筑牢司法监督管理体系等发展建议，以期丰富环境司法审判工作的前沿技

术认知，加快环境司法的智能化、智慧化、现代化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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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judicial adjudication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eco-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language model (AI-LLM), developed based 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offered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environmental judicial adjudication to develop toward a higher level of smart adjudic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I-LLM technology with environmental judicial adjudication and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judicial adjudication. It explores the rol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AI-LLM in environmental judicial adjudication 
and summarizes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poor data quality, bias caused by algorithmic opacity, and limited capabilities for deep 
application. Using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ses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smart environmental judicial adjudication 
system based on AI-LLM and elaborates on the architecture design of the system and the technical elements involved.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judicial adjudication: (1) emphasizing top-
level design and establishing a high-end think tank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2) building 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data cent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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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judicial data standards system; (3) establishing an algorithmic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judicial adjudication; and (4) improving the multipl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to 
strengthen the judici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environmental justice; smart adjudication syste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language model;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前言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不断推进工

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虽然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

但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等生

态环境破坏事件逐步增多，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

问题更为突出，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当

前，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点，各国

持续发布环境法律规章以加强环境治理：瑞典形成

了以“法典-条例-规章”为主线的环境法律体系；

日本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条例和限制性措施以

约束企业污染物排放，对高水平实施环境保护的企

业给予经济性奖励；美国以科学数据作为立法支撑

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支持民间环境

保护公益组织参与环境立法；英国、荷兰设立了环

境检察官以加强环境执法。

在我国，环境司法作为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

态环境行为的突破口，是保障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

依托、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力

量[1~3]；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尽管

生态环境问题也在不断显现[4~7]，但相比其他国家则

及时且深刻地意识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近

年来，国家强调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

路，坚持用严格制度、严密法治来保护生态环境。

司法系统实施环境资源司法体制改革、司法信息化

建设“双轮”驱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AI）技术

与环境司法审判工作的融合，以利于充分发挥环境

司法审判的职能作用，持续提高案件受理、审判、

执行、监督等环节的信息化水平。我国各级法院依

法惩治环境违法行为，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建

设，保障了全国重污染天气、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也让蓝天、碧水、净土的“生态颜值”，城乡居民

生活的“幸福指数”显著提升[8~12]。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环境司法建设工作进

展显著。① 高水平推进环境司法智能审判体系建

设，初步建成中国环境资源审判信息平台、环境司

法保护一体化数字平台、法院在线服务平台，显著

增强了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的审判质效和审判管理

水平。② 高水平推进环境司法审判专业化建设，基

本形成“高级法院普遍设立、中基层法院按需设

立”的四级法院专业化审判组织架构格局，相应环

境资源审判机构建设趋于常态化。③ 高标准完善环

境司法适用规范，发布了全面加强长江、黄河等重

点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司法保护的相关意见和规

划，一系列环境资源领域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

例。④ 高质量发挥环境司法审判职能作用，环境资

源案件审判特色鲜明，案件类型分布呈现平稳趋

势；2014年 1月—2023年 9月，各级法院依法受理

各类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约为 203.7万件，其中审

结案件约为 200.4万件。⑤ 深化环境司法国际交流

合作，为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

体系贡献中国司法智慧。201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数据库特设中国环境司法板块，已收录40余件中

国环境资源审判的典型案例、数量众多的环境司法

年度报告以及发展建议。我国积极参与相关国际会

议，向世界持续分享环境司法案例和方案，有利于

凝聚环境司法国际共识，共同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

理[13~19]。也要注意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具

有涉及影响面广、量大事杂、责任主体界定难、证

据认定难、专业性强等特点，而传统AI技术赋能

的环境司法智能审判体系尚处于起步建设阶段，环

境司法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司法实践经验不足、司

法审判智能化程度低、司法监督不到位等仍是环境

司法智能审判高水平发展的薄弱环节，对高质量推

进环境司法审判工作构成了较大阻力[20~24]。

当前，以AI大语言模型（简称AI大模型）为

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正在获得重

大突破并快速演进，为我国环境司法审判工作的智

能化、智慧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变革机遇。为此，本

文深入分析AI大模型对环境司法智能审判工作的

赋能作用，尝试从数据治理、“算法黑箱”、模型异

构等角度厘清AI大模型在环境司法审判实践工作

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以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的司

法审判应用为案例，提出基于AI大模型的环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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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智能审判系统设计方案；进一步形成AI大模型

赋能环境司法智能审判的发展建议，以期为环境司

法智能审判高质量发展研究、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

等提供基础参考。

二、AI大模型对环境司法智能审判的赋能

作用

2022 年 ， 美 国 开 放 人 工 智 能 研 究 中 心

（OpenAI）发布了 ChatGPT，引起了世界各国对

AIGC技术的广泛关注。以ChatGPT为代表的AI大

模型正在推动人类进入 AIGC 时代[25~29]。作为

ChatPGT的基座模型，AI大模型经历了4个主要的

发展历程：统计语言模型、神经网络语言模型、预

训练语言模型、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30]。AI大模

型与常规的预训练语言模型不同，拥有百亿级或更

大规模的预训练语言模型参数，通过强大的语言建

模能力，学习并分析海量数据中更多的潜在信息，

在各种复杂任务中展现出强大的应用潜力。AI大模

型能够深入挖掘海量数据中的潜在关联规则和语义

信息，显著提高具体任务的执行能力及效率，为环

境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新技术变革的机遇。因此，

推进 AI 大模型和环境司法审判工作的深度融合，

加快实现环境司法审判工作智能化、智慧化发展，

是当前环境司法审判极富潜力的研究方向。

（一）司法AI大模型赋能环境司法辅助审判

司法AI大模型以海量的生态环境保护类裁判

文书、相关法律法规为数据支撑，可深入挖掘海量

裁判文书之间的潜在关联规则和案件详情语义信

息，进而利用大模型微调技术不断提高对规则和语

义信息的挖掘精准性，高效辅助法官、检察官进行

司法判决，促进环境司法决策的公平正义。一是面

向环境司法工作人员：① 智能辅助服务可以为法官

在立案、庭审、判决等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审理过

程中进行案件分析、证据链梳理、类案推荐、法条

推送等提供更为精准的智能辅助决策支持；② 相关

数据服务亦可支持信息化管理人员、高层级管理人

员及时发现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以及司法监督管理问题，从全局态势、案件审判 / 

执行评价、生态治理现状等方面进行相关地区生态

环境治理及修复的态势分析，从而深度反映当地生

态治理存在的潜在风险、实时预测未来生态环境的

演变趋势，更好推进重点生态的保护修复、安全维

护、“双碳”治理，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服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面向社会公

众：当事人可以针对系列案件疑虑向司法AI大模

型提问，法律咨询服务将依据当事人的需求提供交

流互动；若当事人对结果不满意，可将相关意见提

交反馈给司法AI大模型；当事人还可通过证据指

引服务，引导自己提供具有价值的案件证据，保证

案件证据链的完备性。

1. 赋能证据辅助指引，提高证据审查效能

司法AI大模型可充分梳理同一罪名下所有案

件的证据链，构建知识图谱模型，制定证据规则链

指引；协助办案人员收集相关证据并提供规范化、

清单式的证据指南，进一步辅助法官和律师更加快

速、准确地审查案件中的证据。生态环境保护类案

件具有量大事杂、证据关联复杂的特点。例如，在

某化工厂非法排放废水污染环境案件的立案及审理

过程中，当事人在提供举证材料过程中可能存在监

测数据造假、关键证据隐瞒、间接证据误当直接证

据进行提交等不规范行为，给法官及相关工作人员

的案件事实认定、司法判决带来很大阻力。司法AI

大模型对大量历史类似案件进行证据链、关键数据

的深度挖掘，借助知识图谱系统，能够自动识别生

态环境保护类案件中的关键证据和证据链；实现案

件证据及时录入、证据同步校验、证据瑕疵及时提

示，确保案件证据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规范办案程

序并提高事实认定效率。司法AI大模型既可以提

示当事人补充提交与案件密切相关且真实有效的关

键证据材料，亦能够协助法官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

证据缺陷或争议焦点，显著节省司法工作人员在案

件证据收集和梳理过程中耗费的时间与精力，不断

提升相关证据审查的效率和准确性。

2. 赋能法条精准推送，保障司法决策公正

根据代办案件的案情描述，司法AI大模型可

以深入解析案件中的关键证据链和关联法律问题，

与大量的相关案例数据和相关法律数据库相结合，

发现类似案例中的判决结果和相关法律依据并进行

智能化分析与司法匹配；智能地推送与案件密切相

关的法律条款和司法解释，支持法官或律师及时、

准确地掌握法律指引和司法依据。例如，针对某化

工厂非法排放废水污染环境的案例，司法AI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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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析案情描述、环境监测数据和相关法律数据库

并与大量的废水污染环境案例进行深度匹配，自动

识别该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如排污许可、责任划

分、监测数据是否达标等，智能推送相关的法律条

款和司法解释。

3. 赋能类案精准检索，促成类案同判机制

司法AI大模型根据用户的需求，对输入文本

进行语义分析和关键要素提取，依托犯罪类型、争

议焦点、案由等关键信息，从证据链、案件详情、

犯罪事实等多个角度对过往案件文书进行相似性匹

配；采取大模型微调策略，从大量的候选类似案件

中自主过滤不相关的历史案例，形成类案检索报告

并自动推送，从而帮助法官简化繁琐工作，提高案

件审理质量及效率，实现类案的精准检索，着力破

解“类案不同判”的问题。例如，针对某化工厂非

法排放废水污染环境的案例，法官在司法AI大模

型平台中通过关键词、案件文书、文档提交等方式

输入与该案件相关的关键信息，由AI大模型从海

量的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中匹配一批与待办案件密

切相关的类似案例，再进一步梳理这些案例的证据

链、案件详情、犯罪事实、案件争议焦点等关键案

件信息。司法AI大模型对比和分析类似案件与待

办案件的异同，自动生成相关的类案检索报告，协

助法官更好地理解并区分类似案件的细节和判决方

式，有助于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做出更为准确和公正

的判断。

（二）司法AI大模型赋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服务

1. 赋能法律咨询服务，环境司法更显温度

基于司法AI大模型，构建面向环境司法的在

线咨询服务平台，实现环境司法咨询服务的线上线

下渠道融合互补，让居民通过网络渠道便捷、高效

地获得相关服务。司法AI大模型对算据中心中的

数据资源进行深度文本理解和知识学习，智能理解

用户输入的问题，根据用户需求和意图并利用深度

推理规则、人类反馈强化学习以及模型微调技术，

实现与用户的交流互动。司法AI大模型不仅可以

向用户解答相关法律问询服务，亦可根据用户的提

问行为推荐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或服务（如立案指

南、类案推荐、寻求法律援助等）；将极大地减轻

司法机构的负担，释放司法工作人员的时间及精力

以使他们专注于极为复杂的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和

重大的司法决策问题。司法AI大模型赋能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咨询服务，充分实现居民与司法机构的

高效互动，增进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法律实践和可持

续发展。

2. 赋能司法专家推荐，智慧司法更显深度

环境司法鉴定涉及复杂的环境科学、生态治

理、法律及技术问题，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领域知

识、掌握环境司法相关法律规章的资深专家来对具

体案件进行评估和鉴定，以为法官和律师提供科学

的判决依据。在司法AI大模型中，可以收集全国

范围内环境资源领域的司法鉴定专家并建立专家数

据库。司法AI大模型可充分学习每个专家的基本

信息，综合考虑鉴定专家的学术背景、研究成果、

专业经验、客户评价等指标，构建司法专家画像仓

库；利用知识图谱建立专家网络，整合并管理系列

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分析专家之间的关系和合作网

络，获取更为广泛的专业资源，确保环境司法审判

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例如，在某化工厂非法排

放废水污染环境的案例中，因当地没有合适且权威

的环境司法鉴定专家和机构，涉事案件处理进展缓

慢，故涉事人员向司法 AI 大模型平台寻求援助；

司法AI大模型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结合鉴定领

域、区域、鉴定水平等因素，为用户推荐合适的鉴

定专家和机构，加速推进该案的环境司法鉴定工作。

（三）司法AI大模型赋能环境司法监督管理

1. 赋能环境监测服务，生态保护更显力度

通过司法AI大模型构建生态环境态势预警分

析平台，结合传感器网络、时空遥感等技术，实现

对特定流域或地区的环境破坏、生态修复情况的动

态感知和风险监测。掌握生态系统的演变趋势、环

境污染情况、生态修复进展，对环境污染严重地区

进行保护优先级调整，以及时发现环境治理过程中

的潜在问题和治理风险；辅助相关部门合理制定环

境治理策略，从而优化资源配置，精准提高生态环

境保护的效率及力度。

2. 赋能环境司法监督，生态治理更显成效

法律监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

托[31]。一段时期以来，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频发，

与行政执法不严、以罚代刑、监管力度不到位等情

况相关。AI大模型赋能环境司法监督，能够充分发

挥司法监督职能作用，从源头规范办案，保障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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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环境权益、环境资源司法制度的公信力，提

升环境资源领域中的执法和司法质效。基于司法AI

大模型对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进行自动分析和评

估，可以实时监察相关部门在环境资源案件的立

案、调查取证、审议、申辩、判决、执行等环节中

的职责履行情况，能够发现类似案件之间的司法监

督共性问题，辅助检察机关及时发现相关部门在证

据收集、环境鉴定、生态修复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偏

差或不公正现象，实现由个案监督向类案监督的跨

越；深入挖掘类似案件背后涉及的环境问题，支持

建立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促进社会治理的可持续

发展。

三、AI大模型赋能环境司法智能审判的技术

与应用难点

AI大模型为环境司法审判提供了高效且智能的

辅助工具，支持生态环境司法体制改革和创新，有

利于美丽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也要清醒认识到，

AI大模型在环境司法智能审判工作中的应用尚处于

积极探索阶段，由于自身技术尚不完善而使其在赋

能环境司法审判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着诸多

难点。

（一）数据问题制约司法AI大模型的应用效能

环境司法数据是环境司法体系建设的核心要

素，也是AI大模型应用于环境司法领域的关键基

础和“数据能源”。我国司法大数据建设与管理虽

已取得显著成效，为AI大模型的司法垂直应用提

供了重要支撑，但仍存在一系列的数据问题[31,32]，

制约着AI技术在环境司法领域中的推广应用。

1. 数据质量“低劣”影响AI大模型性能

目前，我国环境司法数据的采集和入库尚无统

一的规范格式、标准、管理主体，环境司法数据质

量及数量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各级法院仅录入适

用于司法数据服务平台的文书数据，而各地对罪

名、案由的裁判标准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大量的裁

判文书存在内容形式简单、结构不统一、案情描述

不清晰、部分关键信息缺失等问题。杂乱无章、质

量偏低的司法数据，严重制约了司法AI大模型的

应用效能。另外，不同机构或企业往往采用不同格

式的司法大数据进行AI大模型的训练和微调，案

件类型、数据覆盖范围等因素同样影响着司法AI

大模型的应用效能。

2. 模型安全性不足加大数据泄露风险

AI大模型由不同的基座模型封装而成，基座模

型的安全性不足将影响下游模型的可靠性，且模型

结构越复杂则潜在的安全风险越高。司法AI大模

型的训练和部署涉及数据收集、数据预处理、模型

训练、模型部署等环节，其中的用户个人信息、与

案件相关的音 / 视频等举证材料可能面临数据被非

法获取的风险，甚至可能存在侵犯个人隐私、商业

秘密、国家秘密的情况。

3. 深度伪造数据引发司法不公

根据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的通报数据，2022年我

国查办涉嫌篡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的造假案件

1533起，说明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伪造监测数据的案

件层出不穷。基于AIGC的AI大模型在内容生成方

面具有极强的深度伪造能力，随着AI大模型的快

速发展与应用，深度伪造数据的查办难度也将增

加[33]。环境司法案件具有证据链错综复杂、事实认

定难、潜伏时间长、违法行为多样等特点，一些利

益相关者可能试图利用案件审查过程中的间隙或者

漏洞，借助AI大模型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深度伪

造（生成极具迷惑性的虚假证据），以逃避法律的

制裁、获得不公正的利益、扭曲案件真相，从而侵

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影响环境司法审判的公正性。

（二）“算法黑箱”易引发环境智慧司法审判的公

正性问题

1. “算法黑箱”易导致“算法暴政”

司法AI大模型建立在弱AI技术的基础上，内

部运行逻辑的可解释性、可理解性不强，仍然存在

严重的“算法黑箱”问题。无论是司法工作人员还

是案件当事人，都可能不太了解司法AI大模型的

运行机理、证据审查流程、推理规则、决策过程，

而只能被动接受司法辅助审判结果。司法AI大模

型算法运行机理的不公开、环境智慧审判结果的不

可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中立、当事人双方

之间平等对抗的正当程序原则，算法权力难以制

衡；错误的审判结果在侵害当事人知情权的同时，

背离环境司法的公平正义原则，导致“算法暴政”

的泛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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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算法黑箱”引发环境司法偏见

司法AI大模型的设计人员可以通过“算法黑

箱”机制生成一些有偏向性的辅助审判结果。对于

环境司法了解不深的当事人，往往会盲目相信司法

AI大模型的决策结果。有偏向性的辅助审判结果，

也会误导法官或检察官做出有偏见的司法判决，不

利于环境司法的公平正义。

3. “算法黑箱”可能模糊司法权责归属

司法AI大模型的“算法黑箱”问题，导致当

事人难以理解相关算法的决策过程和判决依据。一

旦审判结果存在错误，将造成司法责任主体的不明

确，也使司法问责机制流于形式，造成环境司法公

平正义失衡。明确责任主体亦是当前及今后司法AI

大模型应用的关键难题。

（三）模型异构性阻碍司法AI大模型的深度应用

当前，面向环境司法领域的AI大模型研发国

家标准尚未发布，不同机构或企业研发的司法AI

大模型存在明显的模型异构性，导致推广应用的难

度较大。

1. 司法AI大模型功能不一，辅助审判结果可

信度不佳

目前，司法 AI 大模型的应用产品数量较多，

而统一的 AI 大模型应用产品研发标准尚未建立；

行业机构或企业基于不同的司法大数据、AI基座模

型、深度算法、数据处理技术，设计了多样化的业

务功能，导致各类司法AI大模型的应用功能差异

较大，兼容性和可比性不佳。针对同一种任务需

求，不同的司法AI大模型产品可能产生不一致的

决策结果，使得法官或者决策者难以确定结果的可

靠性和准确性，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和一致性，不利

于高质量建设面向环境司法领域的智慧法院。

2. “环境+法律”复合型人才数量不足

环境司法审判涉及多个学科交叉，而目前面向

环境司法领域的复合型技术人才培养条件不充分、

培育力度不足，使AI技术赋能司法业务应用存在

局限性。一方面，司法专家不了解AI大模型，不

能准确表述司法业务需求；另一方面，AI技术开发

人员不了解环境司法领域及相关业务，难以准确把

握AI大模型在司法应用中的核心关键问题。这种

情况导致AI技术与司法业务难以开展深度融合，也

使司法AI大模型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仍然有限；不一

致的技术标准和产品性能，进一步增加了司法AI大

模型在环境司法审判中应用的复杂性和资源成本。

3. 环境司法鉴定机构分布不均，司法审判资源

供需失衡

根据司法部的公开数据，我国共有2941家经国

家认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其中环境司法鉴定机构仅

有 215家。各省市的环境司法鉴定机构数量存在分

布不均衡的情况，尤其是主要河流流域所在省份的

司法鉴定机构相对匮乏。以水资源为例，流域面积

为 50 km2及以上的河流，其数量>1000条的省份共

有18个；但西藏、新疆、青海等河流上游省份的环

境司法鉴定机构都仅在3家左右，湖北、湖南、广

东、四川等河流中游省份的环境司法鉴定机构数量

都在5家左右。这表明，水资源丰富的省份存在着

环境司法鉴定机构数量不足的现状，不利于环境司

法审判工作的高效实施。

环境司法鉴定机构分布的不均衡导致了省际间

存在着司法审判资源供需失衡，引发司法审判工作

的滞后和效率低下，一些迫切需要权威环境司法鉴

定服务的地区无法得到充分的支持。加快推进司法

AI大模型的应用和发展、更均衡地配置司法资源，

是解决司法审判资源供需失衡问题的重要举措。

四、基于AI大模型的环境司法智能审判系统

构建——以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应用为例

（一）系统架构

当前，面向司法领域的 AI 大模型产品多以

ChatGPT、LLaMA、BaiChuan 等大模型为基础底

座，聚焦案件文书要素提取、法律知识问答、合同

起草、知识索引等功能，在庭审笔录、合同纠纷、

文书管家、司法咨询等通用业务中取得了阶段性应

用成果。然而，对于逻辑相对复杂的司法案件，现

有的司法AI大模型整体性能表现不佳，面向环境

司法审判的AI大模型尚处于积极探索阶段。持续

更新的法律法规、更为复杂的生态环境保护类案

件，使现有的AI大模型产品在环境司法审判实践

过程中难免存在司法审判不精准、智能化程度低、

法律咨询应答不清晰等功能缺陷，不适应环境司法

审判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本研究结合当前的算力资源、环境司法数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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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构建了基于AI大模型的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

智慧司法系统（见图1）。以海量的生态环境保护类

案件裁判文书、300余件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有

效法律法规、各地环境司法领域的专家数据库等数

据资源作为AI大模型的预训练司法大数据，利用

一系列要素提取技术、案件分类技术、智能标注模

型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生成结构化的裁判文书

库、法律法规库、环境司法专有词汇库、专家数据

库等知识数据库。基于所构建的知识数据库，以

BaiChuan大模型为系统基座，结合智能语义分析、

智能规则推理、辅助审判、态势预警等技术，开展

AI大规模的迭代训练和模型更新，持续分析历史案

件中的案件事实、争议焦点、法律条文等内容，基

于深度语义分析充分提取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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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AI大模型的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智慧司法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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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案件信息。进一步，应用知识图谱技术构建基

于案件知识体系，由多个类案主体、证据链条、法

律逻辑推理等构成的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的知识图

谱。基于关键案件信息、知识图谱等案件知识体

系，针对类案检索、法条推送、法律咨询等特定任

务进行AI大模型的专项预训练，生成面向特定环

境司法任务的类案检索大模型、法条推送大模型、

法律问答大模型等专用预训练AI大模型。

在 AI 大模型训练过程中融入适配微调技术，

提高AI大模型在特定任务中的泛化性能，增强AI

大模型在环境司法领域具体任务中的应用效能。

① 通过AI大模型自动生成面向生态环境保护类案

件的微调指令数据，辅以领域专家抽样矫正的人类

反馈强化学习方式，将领域专家知识纳入模型微调

过程，生成面向环境司法领域的微调指令数据集。

② 采取指令对齐策略，使AI大模型尽量适配人类

指令的价值对齐，确保AI大模型在环境司法特定

任务中的输出符合人类的预期。

针对各类用户，基于AI大模型的生态环境保

护类案件智慧司法系统提供司法文书管理、智能辅

助审判、法律咨询服务、司法专家推荐、司法监督

管理、态势预警分析等服务功能，支持AI大模型

与环境司法审判工作的融合，为法官及相关工作人

员提供强大的辅助工具，高质量服务环境司法智能

审判工作。

（二）技术要素

基于AI大模型的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智慧司

法系统，依托智能语义分析、智能规则推理、智能

辅助审判、态势预警等关键技术，实现面向环境司

法领域的案件智能审判、环境态势预警等垂直应

用。其中，智能语义分析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机器

学习等技术，对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裁判文书数

据、法律法规等基础数据进行语义理解，进而提取

案件关键要素信息（如案件实体、证据、相关法

条）和复杂关联关系。

知识图谱表征学习依托智能语义分析技术，提

取相关案件的关键要素信息以及要素之间的关联关

系，挖掘并分析案件之间以及案件与相应法律法规

的关联性，从而构建面向生态环境保护类案的知识

图谱模型。

智能规则推理结合构建的知识图谱模型、案件

证据，分析证据与证据之间以及证据与相应法律规

范的关系，明确民事、刑事环境保护类案件的责任

界定范围及规则；发现证据之间有用的联结点、引

发案件的关键因素，分析同类型案件的基本环节，

如线索来源、犯罪事实、证据的充分性、量刑情

节、涉嫌罪名等；采用深度强化学习、演绎推理、

类比推理等方法，对案件中的事实和法律规则进行

推理及分析，进而提取案件事实。

智能辅助审判应用知识推理并结合 AI 技术，

针对文书和案件信息进一步开展智能研判，实现对

同类型生态环境保护案件的智能辅助审判，着重关

注相似的事实场景和争议焦点，相同的法律要素、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

态势预警结合大数据分析、传感器网络、时空

遥感等技术，对特定流域或地区的环境状况进行实

时监测，开展与历史数据的比较分析；构建生态环

境态势预警模型，预测生态修复的演变趋势和影响

范围，发现并识别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和治

理风险。

预训练旨在从海量数据中找到规律、发现模

式，使模型具备适应特定数据的通用语言理解能

力，进而生成通用的AI大模型。在预训练过程中，

通过自监督学习，从海量的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数

据中充分理解案件关键文本在不同上下文中的语义

表示，持续补充不同案件类型的监督信息。设计严

格的优化目标，追求以较低的成本开展AI大模型

的预训练，融入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转换器架构，

对接收的预训练司法大数据进行持续学习和迭代优

化；在训练过程中持续调整模型参数，最小化预测

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偏差，形成适应环境司法领域特

定任务需求的学习能力。

适配微调是AI大模型服务于具体任务的重要

基础技术，对初步训练得到的AI大模型进行模型

参数、任务适配性等方面的个性化微调，使衍生的

AI大模型更好适应特定任务的实际需求，持续提升

面向特定下游任务的鲁棒性和适应能力。

五、AI大模型赋能环境司法智能审判的发展

建议

（一）注重顶层设计，建设环境司法高端智库

一是建设环境司法AI大模型研发与应用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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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促进环境司法AI大模型的标准化、规范化、

法规化发展。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可联合环境资

源审判庭成立环境司法 AI 大模型标准化专题组，

鼓励技术专家、司法专家积极参与标准化制定。针

对AI大模型的研发技术规范、业务服务需求、模

型测评方法等，编制面向环境司法领域、基础要素

一致的标准体系与评估机制，明确AI大模型赋能

环境司法审判的基本要求和指导原则，切实提高环

境资源智慧审判辅助技术产品的质量和实用性。

二是统筹推进环境司法“一张网”布局，建设

环境司法AI大模型一体化应用平台。最高人民法

院可牵头建立跨业务、跨地域、跨部门的信息共享

和业务协作机制，鼓励企业和高校共享技术研发成

果、数据资源、最佳实践经验，促进政府、企业、

学术界、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共建环境司

法AI大模型一体化应用平台；避免市场上同类产

品的过度竞争，促进数据与技术资源的合理配置及

利用。

三是健全多元化的专项委托项目机制，加快司

法AI大模型核心技术的协同研发。可依托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渠道、最高人民法院联合相关部门发布

的“揭榜挂帅”专项委托项目，合理加大对环境司

法智能审判辅助技术的投入力度，促进信息技术与

司法应用的交叉与融合；鼓励高校、企业联合申报

专项课题，集中优势力量共同攻克环境司法智能审

判“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环境司法AI大模型

应用由多头无序发展转向统筹协调应用，规避应用

产品低水平和重复建设问题。

四是加强“环境司法+智能技术”复合型人才

培养。面向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人员、技术研发人员，

开展岗前人才定制化培养、在岗人员专项能力培

训；可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并联合相关部门，发布

面向环境司法智慧审判的人才培养政策和梯队人才

培养模式。高质量培育一批以环境司法专业人员、

技术人员为核心的环境司法专门队伍，为环境司法

智能审判工作输送专项人才，显著提升环境司法队

伍的业务能力，筑牢审判能力现代化亟需的人才

基础。

五是优化司法鉴定资源布局并健全司法鉴定组

织专业化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可督促生态资源丰

富、环境污染负担重的省份，优化司法鉴定机构的

数量和类型分布，因地制宜设立环境司法审判庭和

司法鉴定机构。适时建立司法鉴定专家智库、司法

鉴定协作机制，应用远程视频鉴定、虚拟实境、信

息共享等技术手段，形成跨地区的鉴定机构合作网

络，全面提供远程鉴定、专家协作和必要的技术

支持。

（二）建设环境司法数据中台，健全司法数据标准

及规范体系

一是丰富和完善环境司法数据采集汇聚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可制定环境司法大数据的标

准化采集清单，规范各级法院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类

案件的信息采集项，细化数据采集粒度，提高环境

司法大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一致性，

增强AI大模型的环境司法应用效能。

二是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的证据清单，提

升证据审查质效。建议依据《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

统计规范（试行）》，由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庭明确不同类型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的证据要

素，制定个性化的证据清单格式，指导当事人提供

科学准确的证据材料，利于提高庭审质效和环境司

法数据的完整性。

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可联合生态环境部、自然资

源部以及地方政府，打通数据壁垒，实现环境司法

案件数据、环境监测数据的共享与协同。将环境监

测数据与司法AI大模型相结合，开展生态环境风

险的实时评估和预警分析，为环境治理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协同推进重点生态流域的环境保护修复、

生态安全维护、环境质量改善。

（三）构建算法治理机制，促进环境司法审判公平

正义

一是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责任制、智能算法

为辅助性定位的司法审判制度，设计面向环境司法

辅助应用的人机交互决策机制，充分发挥法官作为

司法决策主体的主导性与能动性。

二是构建AI大模型核心算法解释机制，促成

“算法黑箱”的适度透明，积极研发具备可解释性

的司法 AI 大模型，矫正以人为主体的审判结果、

智能辅助审判结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增强智

能司法判决的可信度。最高人民法院可建立司法AI

大模型的算法解释权制度，将相关算法的可解释性

纳入环境法律框架，推动可解释性AI技术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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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提高司法AI大模型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

性，确保司法审判决策过程的可追溯和可解释。

三是建立有效的AI大模型算法审计机制，在

司法AI大模型的设计、开发、应用过程中落实全

流程、全方位、全周期的溯源审计，提高司法AI

大模型的公正性。最高人民法院可聘请领域技术专

家，组建专门的司法审计机构，定期开展司法AI

大模型算法的审计和评估，及时发现并纠正相关算

法的潜在问题及风险。

（四）完善环境司法多元问责机制，筑牢司法监督

管理体系

一是完善环境司法大数据质量监管问责机制，

保障司法大数据的合规可靠。规范数据质量问题的

处理流程，拓宽数据纠错的反馈渠道，切实提高数

据质量，为高质量构建司法大数据驱动的AI大模型

提供坚实基础。建议各级法院成立数据质量追溯问

责工作小组，负责问题查证、责任认定和处理工作。

二是建立司法AI大模型算法问责机制，以制

度创新增强环境司法的公平正义。最高人民法院可

建立权责一致、责罚分明的司法AI大模型算法问

责制度，负责对司法AI大模型赋能司法审判的全

过程进行监督和问责，明确责任追究规则，保障司

法审判的公平公正。

三是健全司法AI大模型应用产品的评估与认

证机制，提升产品应用质效。最高人民法院可建立

统一的平台评估与认证机制，联合第三方权威机

构，开展司法AI大模型应用产品的功能评估和技

术认证。评估标准需包括技术性能、数据安全、隐

私保护、用户体验等，确保司法AI大模型产品应

用质效的一致性。

六、结语

AI大模型在汇聚人类社会知识和现实数据的基

础上，形成了强大的自然语言生成能力。在此背景

下，本文立足环境司法审判工作的新发展形势和迫

切需求，深入探讨了AI大模型在环境司法智能审

判中的应用潜力以及相关系统架构设计，进一步提

出了AI大模型赋能环境司法智能审判工作的系列

发展建议。相关内容有助于丰富环境司法审判工作

的前沿技术认知，加快环境司法的智能化、智慧

化、现代化转型进程。

着眼未来发展，还需加强以环境司法为主体的

跨学科合作，推进“环境司法+智能技术”深度融

合，深入研究AI大模型在环境司法审判中的科学

性和可解释性机制，尽快建立透明且可信的环境司

法智能审判机制，充分发挥AI大模型在环境司法

智能审判中的应用潜能；注重数据治理和隐私保

护，及时制定法规和政策，确保数据合法使用和隐

私保护，推动环境司法智慧审判的高质量与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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