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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部署要求，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全力护航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根据法

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加强防疫司法保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部署，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策略，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总要求，依法打击涉疫犯罪，有效化解涉疫纠纷，坚决维护社会

平安稳定。 

二、依法惩治涉疫违法犯罪。依法打击暴力抗拒疫情防控措施、侵犯医

务人员和防疫人员安全、扰乱卫生医疗秩序、故意传播病毒、核酸检测造假、

造谣传谣、聚集滋事、哄抬物价、诈骗钱财等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依规划分疫情风险

区域，采取隔离封控、隔离管理、隔离转运、隔离安置等遏制疫情的应急性

措施，尽量减少防疫处置措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依法制止和纠正“乱

加码”或者不作为等违规行为。 

四、优先保障涉疫民生权益。畅通涉疫民生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妥善

处理防疫保障、医疗服务、劳动争议、物资供应、志愿服务等涉疫纠纷。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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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障防疫工作和群众生活需求，不得查封、扣押、占用、处置用于疫情防

控和居民生活保障的设施、设备及物品。 

五、全面开展在线诉讼服务。依托“广东法院诉讼服务网”“粤公正”“广东

移动微法院”等网络平台全天候开展在线诉讼服务，鼓励当事人网上立案、

调解、证据交换、庭审、申请执行、信访申诉、电子送达。畅通 12368 诉

讼服务热线，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各类诉求，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诉讼活动的

影响。 

六、助力市场主体减负纾困。对因疫情影响产生的买卖、借贷、租赁、

旅游、运输、加工承揽、建设工程等合同纠纷，鼓励双方当事人合理调整或

变更协议内容，助力困境企业通过债务重整、债务和解再生发展。 

七、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依法规范商业银行、融资租赁公司、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审慎

认定企业因疫情影响延迟偿还金融借款的违约情形，积极促成以展期、续贷

或分期付款等方式达成新的还贷协议，减轻中小微企业融资负担。 

八、加强防疫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病毒疫苗、快速检测试剂、新

药产品专利或制造方法专利的保护力度，保障疫苗、药物研发生产。严惩生

产销售假冒抗原检测试剂、防护用品等违法行为，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 

九、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坚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维护企业生存

发展，鼓励用人单位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远程办公等方式

稳定劳动者工作岗位，支持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期间采取灵活用工措施。 

十、依法保障群众诉讼权利。诉讼活动因疫情防控无法按期进行的，允

许当事人自愿选择线上诉讼或者申请延期诉讼，不得按无故缺席诉讼处理，



妨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受疫情影响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应依有关规定

及时办理诉讼费减、免、缓手续。 

十一、推动涉疫纠纷多元化解。充分发挥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作用，依

托诉调对接工作机制，通过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工会调解、律师调解、行

政调解等合理化解涉疫纠纷，积极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互利互惠，平等协

商、共渡难关。  

十二、加强善意文明执行工作。对因疫情影响造成资金流动性困难不能

清偿债务的，积极引导当事人分期履行、延期履行或达成执行和解。审慎实

施财产保全，准确适用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完善信用修复和守信激励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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