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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 

请您简要描述论文的

研究内容和意义，并

评价，特别是，文章

提出了那几个重要的

观点或方法、问题是

否成功解决、对本学

科有什么贡献？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司法系统建设之间的关系涉及许多前沿科研课

题，这些课题涉及技术、法律和伦理等多个领域。如： 

 

法律智能化： 

 智能合同：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合同的智能化管理和

执行，涉及合同自动生成、检查合规性以及自动执行等方面。 

 司法预测：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法律案件的结果、裁

决趋势以及法官的判决倾向，帮助律师和法院做决策。 

 法律风险管理：结合数据挖掘和风险模型，提前识别法律风险，

以降低企业面临的法律纠纷风险。 

 

数据隐私与信息安全： 

 法律合规与数据隐私：研究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确保司法系统

中的数据管理符合隐私法规，包括数据脱敏、数据安全传输等。 

 防御性法律技术：研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抗网络攻击、数

据泄露，保障司法系统的信息安全。 

 

智能司法决策： 

 智能判决辅助：开发智能系统辅助法官和律师做出法律决策，通

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提供案例分析和法律解释。 

 司法舆情分析：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社会舆论、舆情，为司法决

策提供参考，防止事件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 

 

公正与伦理： 

 算法公正性：研究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算法在司法领域的

公正性，避免歧视性结果和偏见。 

 伦理决策支持：开发伦理决策支持系统，辅助法官和律师在处理

伦理问题时做出合理选择，维护司法公正与人权。 

 

本研究属于较为前沿的研究，聚焦大数据结合司法类案推送，为推动

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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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文章的优点、

缺点有哪些？主要理

由是什么？论文结果

不正确或有重大失误

是什么？论文缺乏重

要的结果是什么？

（需重点关注模型和

推导过程的准确性）。 

问题提示如下： 

1. 摘要需要清晰表述本研究内容、观点、发现。 

2. 文中多处用到“观照”一词，请核对是否准确。 

3. “目的导向的前提便是信息比对”--建议更通俗表述，以

便读者能够清晰了解。 

4. 然而近年来，据不完全统计，裁判文书公开率大幅下降

（如图表 1所示），可供采集的标本变少，法官获取有效信息变得

极为困难。--如何统计的？需要说下统计方法，比如，公开率的

计算标准是什么？如果不是自己统计的，需要引用统计数据源。 

5. 12010年发布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将指

导性案例的功能定位于“应当参照”--请核对这个信息的准确性。 

6. 现行的类案智推系统所推送的案件效力依然混乱无序--

-“依然混乱无序”这个可能定性过于严重，建议修改为：依然有

待商榷  或者  依然让人有所质疑。 

7. 实践中一部分模型均没有考虑到这种特殊性。---本质不

是模型的问题，是分词不够精准。分词拆分过细，没有精准分为

长词条。分词和相似性是两部分，但是分词是相似性检测的前置

工作，因此，这个说法也没本质错误。具体模型的算法建议不用

在本文展开，因为也不全面，比如，深度算法还有 bert等比较前

沿的方法并没列入。可以讨论算法在应用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即可。 

8.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司法数据集存在质与量双重不完

备的现象。在质的方面，司法裁判的元数据标准尚未形成，数据

切分粗放、利用交互率低、准确性有待提升等问题，这点只能通

过司法体制结构性的提升加以优化，暂且不论。--哪个学者？需

要引用该文献。需核查全文，确保该引用的文献全部引用。 

 

您认为文章是否存在

写作上的问题比如：

错别字多、语法问题

大、语言不够顺畅等。 

文章多处表述需要优化，见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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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其他问题，请在

这里补充 

参考文献格式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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