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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平县人民调解“以案定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激励我县人民

调解员的办案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地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办法》《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财行〔2007〕179号）《广东

省司法厅关于印发<人民调解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规范指引>的通

知》(粤司办〔2018〕182 号)及潮州市司法局、潮州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潮州市人民调解“以案定补”管理办法>的通知》

（潮司规〔2021〕1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以案定补”，是指县财政对人民调

解员成功调解民间纠纷，或虽未成功调解纠纷但已为化解矛盾

纠纷付出的劳动给予适当补贴和激励。“以案定补”的补贴费

用不作为人民调解员的固定报酬。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县辖区内在县司法局备案的人民

调解员和专项资金聘请的专职人民调解员。明令禁止兼职取酬

的人员，不得领取人民调解员补贴。

第四条 “以案定补”案件补贴标准应根据矛盾纠纷的特

点、类型及调处的难易程度等情况确定。

第五条 “以案定补”的范围：符合《人民调解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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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结案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自然人与

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

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如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

轻微侵权、土地承包、拆迁安置、环境保护、医患纠纷等。

下列纠纷不属于“以案定补”案件范围：

（一）综治信访维稳案件；

（二）行政调解案件；

（三）司法调解案件；

（四）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

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案件；

（五）其它不属于人民调解受理范围的案件。

第六条 “以案定补”人民调解案件的类别及认定标准：

“以案定补”人民调解案件分为简易矛盾纠纷、一般矛盾

纠纷、疑难矛盾纠纷和重大矛盾纠纷四个类别。

（一）简易矛盾纠纷（四类案件）是指事实清楚，权利义

务明确，证据确凿，争议不大，经口头调解即可化解，且可即

时履行的矛盾纠纷。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涉案当事人不到4人且案情不复杂；

2.涉案标的不到1万元；

3.经调解达成口头调解协议的简易案件；

4.经调解2次以下可达成调解协议并及时履行完毕的简易

案件。

（二）一般矛盾纠纷（三类案件）是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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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案当事人不到5人；

2.涉案标的在1万元以上、不到5万元；

3.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并按时履行完毕，案卷制作完整。

（三）疑难矛盾纠纷（二类案件）是指同时具备下列两种

情形以上的矛盾纠纷:

1.涉案当事人在5人以上、10人以下；

2.涉案标的在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3.工伤、医疗、道路交通事故等纠纷；

4.涉及人员重伤的纠纷；

5.经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不成功，依法由乡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件；

6.其他经县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研究认定的疑难复杂矛盾

纠纷案件。

（四）重大矛盾纠纷（一类案件）是指同时具备下列两种

情形以上的矛盾纠纷：

1.涉案当事人超过10人；

2.涉及争议标的超过10万元；

3.涉及人员死亡的纠纷；

4. 经县级以上领导批转的或在发生地对社会稳定有重大

影响的纠纷；

5. 突发的群体性矛盾纠纷；

6. 激化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越级上访或发生“民转刑”

苗头的纠纷；

7.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部门交办的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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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经县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研究认定的重大矛盾纠

纷。

第七条 案件卷宗标准：

（一）简易纠纷（四类）案件卷宗所需材料

1.人民调解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2.人民调解口头协议登记表；

3.人民调解回访记录；

4.其他证明调解纠纷次数的证明材料。

（二）一般矛盾纠纷（三类）、疑难矛盾纠纷（二类

）和重大矛盾纠纷（一类）案件卷宗所需材料

1.封面；

2.目录；

3.当事人身份证明及联系方式；

4.人民调解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5.人民调解申请书或受理登记表;

6.人民调解调查记录；

7.人民调解相关证据材料；

8.人民调解记录；

9.人民调解协议书或口头协议登记表；

10.人民调解回访记录；

11.司法确认有关材料；

12.卷宗情况说明。

（三）卷宗制作要求

卷宗材料应统一使用司法局印制的格式文书，填写规范，



- 6 -

并有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和身份证号码等，人民

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

第八条 案件补贴标准：

（一）成功调解简易纠纷（四类案件），卷宗制作规范的，

每件补贴200元；

（二）成功调解一般矛盾纠纷（三类案件），卷宗制作规

范的，每件补贴300元；

（三）成功调解疑难矛盾纠纷（二类案件），卷宗制作规

范的，每件补贴400元；

（四）成功调解重大矛盾纠纷（一类案件），卷宗制作规

范的，每件补贴500元；

（五）经3次调解未成功，但能够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

径解决纠纷，有相关的调解及证明材料的，每件补贴100元；

（六）对疑难矛盾纠纷，经5次以上调解未能成功，已经

作出明确的法律指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出具人民调解终结

书，当事人仍未选择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矛盾纠纷的，每件补贴

200 元；

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的案件每宗另行补贴100元。

第九条 “以案定补”的发放条件：

（一）人民调解员成功调解民间纠纷，案件主要事实清楚，

调解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调解文书制作规范，调解协议

已全面履行。

（二） 经3次调解未成功，但有相关材料证明已引导当事

人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矛盾纠纷。对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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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员经5次调解未成功，已经作出明确的法律指引或人民调解委

员会已经出具人民调解终结书。

第十条 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每月召集一次矛盾纠纷

排查分析会，对本区域内矛盾纠纷案件分别安排专门的调解人

员，需多人参与调解的要指定一名立案牵头人，并根据案件认

定标准划分档次，最终形成调解方案报司法所备案登记，调解

完毕后制作卷宗报当地司法所登记和存档。日常排查出矛盾纠

纷需及时调解的可随时向司法所报备。重大、疑难矛盾纠纷需

镇、村（社区）联合调解的，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指定一名立

案牵头人及相关人员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由多人参与调

解的案件，由立案牵头人负责组织做好案件卷宗的制作工作。

第十一条 司法所负责对辖区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

件补贴的初审工作。具体工作职责：

（一）依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第九条的规

定，对辖区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案件进行初审，确保案件

内容真实、程序合法、材料完整；

（二）初步确定案件补贴类别和补贴金额并制表上报；

（三）根据评审小组核定的案件补贴数额，依照本办法规

定的发放程序，核实人民调解员领取补贴情况。

第十二条 县司法局成立人民调解“以案定补”评审小组，

小组成员由局班子成员、各业务部门负责人组成。

评审小组工作职责：

（一）负责对辖区内司法所上报的人民调解案件的补贴兑

现请求进行最终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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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案件补贴类别和补贴标准；

（三）评审结束后，及时将案件补贴发放给相应的人民调

解员。

第十三条 案件补贴的申报、审核、发放、领取：

村（社区）等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及时将调解结案的案件，

依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分类制作规范化文

书，一案一档，装订成卷，并分别在每年6月、12月上旬向所在

司法所报送。

司法所应当于每年6月、12月对本辖区内符合补贴条件的卷

宗及相关材料进行初审，确定类别和补贴金额并同时制表统计。

司法所应当于每年7月第一周、12月第三周内向县司法局评

审小组分别上报半年申请材料。

县评审小组在收到司法所报送材料后一周内，组织评审小

组成员进行逐一检查和审核。在审核结束一周内将审核结果送

县财政局复核。对符合补贴条件的案件，在各司法所进行公示7

天以上。公示期满后无异议的，在十五日内按核定的补贴标准

向人民调解员足额发放补贴，由司法所收集签领表，统一报送

县司法局。

第十四条 多名人民调解员共同调解一件的，按一件进行

补贴。

第十五条 评审小组、司法所应当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

合的方式对本辖区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

导，对“以案定补”补贴案件的当事人进行回访或走访。

第十六条 申请、执行“以案定补”的相关责任人应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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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工作纪律：

（一） 严禁在申请补贴时弄虚作假。上报调解案件不真实

的，取消该人民调解员当年度所有调解案件补贴，追究相关责

任并予以通报。司法所每年12月31日前对该年度辖区内的人民

调解案件进行逐件自查，并将自查情况书面报送县司法局。

（二）加强对“以案定补”经费使用的管理，严禁侵占、

挪用补贴经费，日常工作中加强监管。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司法局责令追回所发补贴

经费。视情节轻重，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给与党纪、政务处分，

涉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1.侵占、挪用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经费的；

2.弄虚作假、编造卷宗的；

3.调解协议被司法、仲裁机关撤销或认定无效的；

4.当事人举报，违反调解纪律，经查证属实的；

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第十七条 本办法中所称“以上”“以下”包括本数。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