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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背景介绍

• 基本概念

– 案件文本介绍

– 案件文本任务

• 算法原理

– 算法框架

– 技术技巧

• 应用总结

• 参考文献

2



背景简介

• 预期收获

– 1. 熟悉案件文本处理任务类型

– 2. 了解法研杯（CAIL）竞赛

– 3. 了解案件文本各任务的常用框架

– 4. 了解任务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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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

• 概念与目的

– 人工智能在法律中的应用，其目标是充分提升法治效能，将

法律工作者从繁杂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 落地应用

– 智慧法院、智慧检务建设。

• 竞赛

– CAIL2018——中国法研杯司法人工智能挑战赛

– CAIL2019

– COLIEE——加拿大联邦法院/日本法律律师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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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

• CAIL2018

– 罪名预测

– 法律条文预测

– 刑期预测

• CAIL2019

– 阅读理解

– 要素识别

– 相似案例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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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

• 裁决文书要素

a. 原被告信息

b. 案件事实描述

c. 依据法条

d. 判决罪名

e. 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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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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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构建匹配任务的数据集，找到恰当的模型

C 自行构建数据集，需自行构造结构化数据

D 数据不平衡，文书长度过长，多标签任务

L 水平不一

T 基于原始案件文书，完成罪名、刑期、法条预测，QA

I CAIL比赛数据集、中国裁判文书网文书

P

For {
1. 文书预处理
2. 预训练模型选择
3. fine-tune 

}

O 任务匹配的分类模型



算法原理

• 论文名称

– Learning to Predict Charges for Criminal Cases with 

Legal Basis

– 对刑事案件进行裁决预测

• 模型

– Attention-based 神经网络模型

• 目标

– 相关法条提取

– 罪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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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

• 难点

– 两个不同的文书差异细微

– 一个案件可能涉及多个罪名

– 需提供法条才更有说服力

• 任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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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

• 模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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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

• 论文名称

– Few-Shot Charge Prediction with Discriminative Legal 

Attributes

– 根据刑事案件事实描述预测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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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

• Few-shot charges

– 各类型案件数量极度不平衡

• Confusing charges

– 存在许多易混淆的案件

• 解决方法

– 引入法律属性（legal attributes）

– 提出多任务学习的框架，以同时预测每个案例的属性和判决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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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

• 十个区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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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charge, attribute)对，都会
标记Yes、No、NA。过失杀人
(manslaughter)罪名在故意犯罪
(Intentional Crime) 属性上标记为 No，
在死亡(Death)上为 Yes，在国家机关
(State Organ)上为NA。

故意伤害罪
滋事罪（打架斗殴）
暴力（Violence）

身体伤害（Physical Injury）



算法原理

• 论文名称

– CAIL2019-SCM: A Dataset of Similar Case Matching in 

Legal Domain

• 任务介绍：

– 每份数据由(d,d1,d2)三篇文书组成，找到与d更相关的一篇

文书。

• 目标

– 提取相似案例

• 模型

– Bert-base-chinese、Bi-GRU、Bi-LSTM融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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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特征

• 文本统计类特征

– 文本长度特征（文书分部分提取）

– 词频统计（tf-idf）

• 业务理解抽象特征

– 原告被告特征

– 担保特征（一般，连带）

– 利息特征（民事借贷相关）

– 其余有业务含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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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特征

• 数据增广

– 原因：现有数据集较小，需要更多数据集

– 方式：原始数据（A,B,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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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

• 损失函数

– 三元组（A,B,C）

– 二分类绝对相似模型

– 三元组相对相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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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

• 孪生网络

• 使用孪生网络结构，两个BERT共享权重，分别将AB、AC

输入BERT，最后拼接一个线性层输出后进行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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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总结

• 算法的应用领域

– 文本分类问题

– 问答-结构化数据获取，辅助判案

• 未来的发展

– Q&A领域

– 案件文本结构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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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

强。知足者富。强行

者有志。不失其所者

久。死而不亡者，寿。

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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