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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基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北京市行业性专业性人

民调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2023 年，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调解工作会

议，要求加强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完善行业性、专业性调

解制度规则，提升调解工作信息化水平。为深入贯彻会议精

神，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基层人民调解和行业性、专业性人民

调解工作，强化预防在前、调解优先、依法调解、实质调解

理念，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基础性作用，

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北京市司法局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行业规范，结合全市调解工作实际，起草了《北京市

基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北京市

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依据

制定《北京市基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北京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的主要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全

国人民调解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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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内容

（一）《北京市基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主要内容。

该征求意见稿共 9 章 73 条，全面系统地规范了北京市

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各个方面。

1.总则。主要明确制定该办法的目的与适用范围，界定

基层人民调解与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概念，提出工作指导、体

系构建、党建工作等总体要求。

2.人民调解组织。详细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工作

室的设立、命名、成员构成、办公条件、场所建设、印章管

理、名册管理、信息平台应用等具体要求。细化了村（居）、

乡镇（街道）人民调解调委会的设立、变更、撤销程序。

3.人民调解员。阐述人民调解员的选任条件、职责、权

利、工作要求、分级培训、初任培训、培训要求、等级评定、

专家咨询等内容，强调了对调解员的专业化管理和培训。

4.制度管理。要求人民调解组织建立岗位责任、工作例

会、学习培训、考评奖惩等管理制度，以及纠纷排查、调解、

统计分析、专家咨询与集中讨论、衔接联动等工作制度，并

规定了档案管理制度。

5.矛盾纠纷排查。明确矛盾纠纷排查的管理原则、要求、

事项、信息报送、特殊处置和风险处置机制，强调了对矛盾

纠纷的及时发现和有效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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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民间纠纷调解。规定调解的原则、要求、分析研判、

区域协同、调解申请、受理审查、调解方式、调解期限、调

解员选任、调查核实、鉴定程序、调解员终止、调解协议、

司法确认和信息记录等全流程。

7.督促与奖惩。提出对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质效管

理、事项公开、指导设立、违纪处理、调解员解聘、调解工

作室撤销、撤销期间要求和工作考核等管理措施。

8.工作保障。明确经费保障、调解员保护、调解员保障

等机制，确保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调解员的合法权益。

9.附则。规定区级人民调解组织指导管理的参照执行、

解释权等事项。

（二）《北京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主要内容。

该征求意见稿共 7 章 75 条，为北京市行业性、专业性

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和规范。

1.总则。明确制定该办法的目的、概念、调解组织的定

义、发展原则、发展规划、工作要求、公益属性、创新导向

和党的建设等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

2.调解组织管理。详细规定行专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立单

位、管理层级、名称规范、人员构成、调解辅助人员、场所

设置、设立变更、信息化要求、印章刻制、协会管理、制度

建设和报告工作等，确保调解组织的规范运作和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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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解员管理。阐述调解员的选任条件、来源、调解专

家库、职责、行为监督、等级评定、考核评价和培训要求，

强调了对调解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的要求。

4.调解程序。规定调解的受理范围、受理审查、不予受

理、报告与处置、调解员选择、权利义务、告知程序、调查

核实、专家咨询、鉴定、法治原则、保密要求、调解期限、

终止调解、调解协议、口头协议、诉调仲调对接、赋强公证、

支付令、协议履行、法律援助、回访、格式文书和卷宗制作

等调解工作的全流程，确保调解活动的规范性和公正性。

5.指导与监督。明确市、区司法行政机关、行业主管部

门、设立单位、市人民调解协会的职责分工，提出了质效管

理、督促整改、总结督导、撤销调委会和调解室的条件和程

序，以加强对行专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6.激励与保障：规定经费保障、表彰、宣传和服务保障

等激励措施，以及应急预案的制定，以鼓励和支持行专人民

调解工作的发展，并保障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合法权益。

7.附则。明确该办法的施行日期、解释主体等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