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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审议通过，其中有关完善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的内容引发了武侠的思考：“互

联网数字化是趋势，公共法律服务也是

趋势，我要想办法将两者结合起来。”

    

研发新产品受挫
    

努力方向有了，思路也有了，具体
要研发什么样的产品，还需要到律师事
务所分布更广、法律咨询更为活跃的地
区寻找答案。为此，武侠放弃高薪的律
师工作，来到北京并创立了律品汇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开始尝试在智能法
律咨询服务方面寻找突破口。

据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每7天
就有 1 亿人次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咨询
相关法律问题。那么，在线咨询的效果
如何呢？武侠组织 20 名工作人员，用
时 2 个月，在线咨询了 1 万个不同的问
题，并归纳总结出规律。“线上律师一
般会给出两种答案，一种是应付式答复，
告诉你‘依法起诉’；另一种是引流式
答复，邀你线下详谈。”武侠说，这个
市场调研增强了他的信心，他要做一款
真正能为大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咨询
产品。

于是，武侠组建技术研发团队，聘
请国内外人工智能专家担任公司顾问。
在深度学习、收集 3000 万份法律文本
和案件材料以后，2015 年，武侠和他的
团队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智能法律咨询
系统。然而，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
因为设置了收费服务，“咨询者点开产
品界面，面对咨询收费提示，大多数人
就放弃了，最后购买产品的人并不多。”
武侠说，这样的运营思路，让法律咨询
服务的使用频率极低，不仅入不敷出，
而且很难推广。

产品功能不断健全
    

2017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武侠

带着他新开发的公共法律服务自助终端

机，参加昆明市西山区司法局组织的普

法活动。在活动现场，这个新鲜的服务

机器人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咨询。“以前

法律咨询是现场登记，有了机器，直接

把问题输进去即可得到答案。”现场群

众对这台机器人的体验感不错。武侠介

绍说，以前这里每月的法律咨询量不超

过200次，而自助终端机投入使用之后，

每月的平均咨询量达 3000 余次。以西

山区为试点，自助终端机已陆续推广到

昆明市其他几个主城区。2017 年底，经

过层层审核，智能法律咨询系统参与了

司法部“12348 中国法网”建设。

智能法律咨询到底是啥？要怎么操

作？武侠介绍说：“它类似于机器人，

可以像律师一样，直接回答你要咨询的

问题。”武侠以目前咨询较多的婚姻家

事中涉及孩子的问题为例，系统会根据

问题，形成几千字乃至上万字的法律咨

询报告以及意见书，并告知当事人法律

上对该事件的分析结果，如何准备证据

清单、起诉状，以及法院大概率的判决

结果等。

“智能法律咨询系统有自助终端机

以及手机端网站和App，都是免费使用。”

据武侠介绍，目前自助终端机已经普及

到云南省所有乡镇的为民服务中心，覆

盖全国 21 个省（区、市）。

“目前，智能法律咨询系统法律咨

询板块已增加至 29 个。”武侠说，公

司将持续研发新的板块，用互联网技术

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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