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在线庭审指引

第一条 本指引的制定和适用范围

（一）为更好满足当事人通过在线方式高效解决争议的需求，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同时使用“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名称，以下称“仲裁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仲裁法》和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制定本指引。

（二）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采用在线方式进行庭审的，适用本指引。

第二条 在线庭审的定义和基本原则

（一）本指引下的在线庭审是指在仲裁程序中，当事人、仲裁庭及其他仲裁参与人利用

包含音视频通讯技术手段的电子软件，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仲裁开庭、听证、调解等活动。

（二）开展在线庭审应当遵循公正合法、权利平等、程序保障、高效便捷、安全可靠的

原则。

（三）参加在线庭审的各方应当诚信合作，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仲裁委员

会的仲裁规则和本指引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在线庭审决定的作出

（一）仲裁庭应在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的情况下，综合考虑案件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后

就是否进行在线庭审作出决定。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存在进行在线庭审障碍或不适于在线庭审情形的，仲裁

庭可以决定采取全部在线或部分在线庭审的形式对案件进行审理：

1. 各方当事人均申请进行在线庭审；

2. 一方当事人申请进行在线庭审，其他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

3. 仲裁庭认为有必要进行在线庭审。

（三）符合下列任一情形的，仲裁庭可以决定不进行在线庭审：

1. 确有通过庭审现场查明身份、查验实物需要；

2. 争议事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有较高保密要求；



3. 其他仲裁庭认为不宜采取在线庭审的情形。

第四条 在线庭审的准备

（一）仲裁庭在决定进行在线庭审之后，应当及时指示秘书处将决定函告当事人。参加

在线庭审的当事人应当签署前述决定所附保密声明（本指引附件一），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

交至秘书处留存归档。

（二）仲裁庭在开庭前可以就与在线庭审有关的事宜听取当事人意见，包括但不限于使

用的软件平台及其具体功能和使用方法、开庭的时间、需要进行的程序步骤、参加开庭的人

员、需要使用的配套设施及其技术人员、案件的保密要求、个人信息安全和网络数据安全的

保障措施，文书材料的质证和证人作证的方式、庭审录音录像的方式、庭审笔录的形式、庭

审中可能发生技术故障的应对措施等。仲裁庭就上述事项作出决定后，应当及时指示秘书处

将决定函告当事人。

（三）仲裁庭可以自行组织或授权秘书处组织当事人及其他参加在线庭审的人员在开庭

前进行必要的设备调试，确保各方参与在线庭审的硬件设备能够达到声音清楚、视频清晰的

状态，不存在技术干扰因素。参加在线庭审的人员应当对前述调试工作予以配合。

（四）当事人应当积极配合仲裁庭将主体资格文件、授权委托文件、书面意见、证据材

料等在线庭审所需的材料进行电子化转换并通过在线方式发送至秘书处，以提高在线庭审的

效率。

第五条 在线庭审的进行

（一）在线庭审正式开始前，仲裁庭应当确认各方出庭人员身份及其所在庭审环境，并

就在线庭审注意事项进行提示。参加在线庭审的人员应选择保密性强、无干扰、光线适宜、

网络信号良好的场所参加在线庭审，禁止在网吧、商场、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或可能影响

庭审音视频效果的场所，或有损庭审严肃性的场所参加庭审。

（二）在庭审中，参加在线庭审的人员应当遵守在线庭审秩序（本指引附件二）。任何

一方故意扰乱庭审秩序，经仲裁庭劝告无效的，仲裁庭可以宣布终止该次庭审，并要求该方

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三）对于需要合议的案件，仲裁庭可以指示秘书处提前确定合议时间，并另行预定线

上会议室。

（四）线上庭审室需要设置主持人的，可以由仲裁庭成员担任或仲裁庭授权秘书处工作

人员担任。主持人负责观察参与人员画面，根据庭审需要操作禁言、静音、人员进出庭审室、

共享屏幕等功能，并提示各方关注系统提示信息。

（五）如一方出现掉线情形，仲裁庭应当暂停庭审，并等待掉线方重新连线；掉线方亦

应及时与秘书处联系，协调重新连线事宜。



（六）当事人及/或其仲裁代理人经有效通知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参加在线庭审的，视为不

到庭；庭审中未经仲裁庭许可故意脱离在线庭审系统的，视为中途退庭。申请人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或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不影响仲裁庭就反

请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中途退庭的，仲裁庭可以进行缺

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可以视为撤回反请求。

（七）在线庭审过程中，仲裁庭应保障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申请

回避、举证、质证、辩论、最后陈述等。

（八）因出现网络中断、设备故障、病毒入侵等客观技术风险导致在线庭审无法进行的，

仲裁庭可以决定终止本次庭审，并就再次安排庭审作出决定。仲裁委员会及/或仲裁庭对由

此产生的风险不承担责任。

第六条 在线庭审的记录

（一）适用在线庭审的案件，应当对除调解之外的庭审程序制作庭审笔录和庭审影音记

录。

（二）仲裁庭可以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对于庭审笔录的修改、补正、签字等作出安排。

第七条 本指引的修订、解释和施行

（一）本指引由仲裁委员会修订和解释。

（二）经与当事人协商后，仲裁庭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仲裁委

员会仲裁规则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对本指引的适用进行调整。

（三）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

保密声明

1.我方保证所有参与在线庭审的人员知悉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上海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规定的保密义务，不对外透露庭审过程中的

保密信息和事项。

2.我方保证向仲裁庭准确报告参加在线庭审人员的身份，并保证参与庭审的我方所有人员，

包括但不限于本人、法定代表人、代理人、证人、翻译人员、技术支持人员的身份和权限与

庭审前提交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和授权委托书相符。

3. 我方保证，未经仲裁庭同意，我方参加在线庭审的任何人员均不对庭审的任何部分进行

录音、录像、录屏，亦不在庭审中私自与参加在线庭审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进行协商、沟通、

咨询。

4. 我方知悉本案仲裁程序所在地及裁决执行地法域关于隐私、保密、数据保护、网络安全

等方面的规定，并保证所有参与在线庭审的人员将在符合该等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在线庭审。

出具人：

日 期：

附件二：

在线庭审注意事项和庭审秩序

（一）参加在线庭审的人员应当注意如下事项：

1. 尽量配备 360°环绕摄像头，进入在线庭审室时应打开摄像头展示所在庭审环境全

貌，并确保摄像头在庭审全程均开启，不使用虚拟背景；



2. 选择座位时应考虑网络信号、隔音效果、光线收音等因素，调试确定座位后不随意

更换位置；

3. 在不发言时将话筒静音，并保持其他通讯设备静音或关闭；

4. 如需发言请举手示意或使用庭审系统的提示功能，避免与其他人同时发言；

5. 将摄像头摆放在与双眼同高的位置并直视摄像头；

6. 尽量使用附有话筒的头戴式耳机；

7. 证人、鉴定人、专家应听从指示进入/退出在线庭审室；

8. 采用背对背方式调解时，双方应听从指示交替退出/进入在线庭审室。

（二）在庭审过程中，各方不得随意打断仲裁庭或对方发言、随意插话；经仲裁庭劝告

后仍继续打断、插话的，仲裁庭可指示秘书处对相关人员作出禁言措施。

（三）参加在线庭审的人员不得有如下妨碍庭审秩序的行为：

1. 私自录音、录像、录屏；

2. 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任何方式对外传播庭审活动；

3. 让未经当事人授权或仲裁庭准许的人员以任何形式旁听庭审或与其进行协商、讨论；

4. 拨打或接听电话；

5. 随意离开座位或关闭屏幕；

6. 其他妨害庭审正常进行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