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3



02



03



04



1



2

性别与年龄分布
劳动者画像

涉诉劳动者中，男性人数为女性人数的近两倍，明显多于女性；

男性劳动者中 40-50 岁年龄段的占比最高，女性劳动者中 30-40 岁年龄段的占比最高。*

注：* 深度挖掘见第 7、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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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布与性别占比
劳动者画像

男性在互联网行业发生争议最多，其次为生产加工、劳务咨询、房地产行业。

女性发生劳动争议的行业分布要比男性的平均，其中贸易零售行业发生争议最多，其次为互联网、生产加工、劳务咨询、

餐饮旅游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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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岗位与薪资分布
劳动者画像

从岗位类别来看，技工类、简单管理类、服务类的基层劳动者涉诉较多。这部分劳动者的工薪普遍低于北京市平均工资水平。

注：* 深度挖掘见第 10 页

*1K-3K 3K-5K 5K-8K 8K-15K 15K-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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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原因
劳动者画像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未按时按量向劳动者支付工资是引起诉讼的主要原因。

注：* 深度挖掘见第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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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及用人单位地域分布
劳动者画像

朝阳区和海淀区发生劳动争议案件最多，发生劳动争议的用人单位，密集于朝阳区、海淀区，两区占比达全市

范围的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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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 岁男性劳动者聚焦
劳动者画像

40-50 岁的男性，劳动争议多发生在生产加工行业，劳动合同、工资为主要争议原因。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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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 岁女性劳动者聚焦
劳动者画像

30-40 岁的女性，劳动争议多发生在互联网行业，劳动合同与工资为主要争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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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劳动者聚焦
劳动者画像

18-30 岁的年轻劳动者，劳动争议多发生在互联网、劳务咨询行业。

生产加工与房地产行业，年轻劳动者产生劳动纠纷人数男女差距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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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劳动者聚焦
劳动者画像

月薪超过 2.5 万元的劳动者，均为高级职务，多为 70 后，其中最高月薪为 63550 元，诉讼请求的最高支持额度为 168 万。

发生争议的原因多为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或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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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死亡原因
劳动者画像

劳动者死亡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因工死亡的占 49%，死亡原因多为发生交通事故或者疾病。其中，约 17% 获得死亡赔偿金，

最高金额为 53.91 万元。非因工死亡的占 51%，法院多依据公平原则判决用人单位对死者家属提供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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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死亡的岗位类别分布
劳动者画像

劳动者死亡的劳动争议案件中，死亡的多为基层劳动者，其中司机、工人、保安、民工居多。

9
8
7
6
5
4
3
2
1
0



13

劳动争议多发公司聚焦
劳动者画像

在 3858 家涉诉公司中，劳动争议不少于 10 个的 52 家公司共产生争议 1101 个，占总争议量的 18%。发生劳动争议案件最多

的十家企业中，8 家企业经营 10 年以上，半数公司注册资本逾千万。其中，某煤炭企业、某资产经营中心因煤矿关闭政策的影响，

引发较多的劳动争议。除经营不善，股权改制、国企改制也是导致劳动争议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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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法院聚焦
劳动者画像

对受理劳争最多的六个法院深度挖掘，运用雷达图对 5 个维度进行比较。六个法院的各维度平均值：

判决书数量 751 件，用人单位数量 425 个，法官人数 13 人，人均结案量 52 件，案件胜诉率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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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年龄与驾驶车型分布
交通事故当事人画像

交通事故司机年龄分布较平均，以 30-40 岁司机最多。事故车辆以轿车和客车居多。

事故车辆多为本地车，外地车约占 14%。外地车中河北、天津和山西等北京周边省区的牌照车辆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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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车辆品牌前十
交通事故当事人画像

当事人驾驶车辆品牌数量分布与北京市各品牌机动车保有量有关，其中德系车、国产车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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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高发地与高发时间
交通事故当事人画像

事故主要发生在高速路入口以及写字楼集中的地区。

每天上下班时间最易发生交通事故。每个月交通事故发生在 6 号、13 号、27 号较多。

各月之间 1-3 月交通事故发生数量较低，4 月后交通事故发生数量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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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责任与伤残等级
交通事故当事人画像

交通事故中被告全责而未达成赔偿合意，是当事人诉讼的主要原因，双方均有责任的情形下，发生诉讼的双方当事人承担同

等责任的占比 45%。交通事故损害多为轻伤，造成严重伤残程度的案件占比不足 5% 。

70%

24%

6%

71%

17%

6%

*  1%

0.4%

0.4%

0.5%

1%

1%

2%

6%

17%

71%

73.5%

26.5%

注：* 深度挖掘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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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残一级情况聚焦
交通事故当事人画像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造成一级伤残人身损害的案件多发生在丰台区、

通州区，事故高发时段集中在上下班早高峰、下午 14-1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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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诉前十大财险公司
交通事故当事人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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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年龄与驾驶车型分布
交通肇事当事人画像

肇事者年龄区间主要在 30-40 岁 , 其次为 18-30 岁；轿车车主与客车车主交通肇事发生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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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刑分布
交通肇事当事人画像

交通肇事者自首率高达 90% 以上，有 53.7% 的交通肇事者获得了受害人及家属的谅解。

交通肇事罪量刑多为有期徒刑，刑期一年以下的占比最高，约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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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高发地与高发时间
危险驾驶罪当事人画像

海淀区、顺义区、大兴区和通州区发生的危险驾驶案件居多。

危险驾驶案件高发时段集中在 21 点至凌晨 1 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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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驾案件分析
交通类

交通类案件中，涉及酒驾的文书共 1866 篇，占比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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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器官与患者人身损害情况
涉诉患者画像

主要涉诉疾病多发生于血管、肺部以及肾脏等部位。判决中仅约 10% 的医疗行为被认定不构成医疗损害。

其中，约 17% 造成患者死亡，约 18% 致人伤残；约 40% 的患者及家属获得了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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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深度挖掘见第 3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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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科室
涉诉患者画像

涉案较多的就医科室为内科和妇产科，占比达 50% 以上；其次为骨科和外科，占比约 27%。妇产科涉诉原因多为新生儿残疾；

整形科涉诉原因多为鼻子或面部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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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类别与地域分布
涉诉医疗机构画像

涉诉医疗机构多为三级甲等医院，占比达 58%；集中在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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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原因
涉诉死亡患者画像

造成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案件中，多数为术后死亡，其次为术前死亡；

死亡原因主要是医生违反诊疗规范、手术中未尽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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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责任
涉诉死亡患者画像

造成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案件中，承担责任在 30% 以下的医疗机构约占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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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年龄分布
消费者画像

涉诉消费者中，男性远多于女性；从年龄分布来看，以 30-50 岁的消费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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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项目
消费者画像

消费纠纷多集中在食品、装修、汽车、家具电器等方面。男性在工程设备、电子产品方面的消费纠纷多于女性；

女性在服装和奢侈品方面的消费纠纷多于男性。

27%

14%

13%

9%

12%

8%

5%27%

20%

17%

6%

9%

5%
3%

注：* 深度挖掘见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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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
消费者画像

奢侈品消费纠纷中，81% 购买于实体商店，19% 来自于电商。女性奢侈品消费产生纠纷的原因多为假冒伪劣，其他包括交

易者未取得交易资格以及回购价过低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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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业分布
消费者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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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方式
消费者画像

日常消费占比最高的商贸百货行业中，购物方式分为线上（电商）和线下（实体）。

其中，消费者线上购物仅占 7%；电商多为淘宝、京东等商家，占比约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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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
消费者画像

本报告中的职业打假人为申某某，打假对象共 10 家。其中，涉诉最多的为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来广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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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
消费者画像

打假案件中，涉诉最多的标的物为食品，其次为日用品；诉讼原因多为商家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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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年龄分布
离婚案件当事人画像

离婚案件当事人中，以 30-40 岁的最多，其次为 40-50 岁；起诉方女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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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龄分布
离婚案件当事人画像

离婚纠纷案件中，婚龄在 5 年以下的夫妻易发生离婚纠纷，占比高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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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抚养
离婚案件当事人画像

涉及子女抚养的离婚案件占比约 1% ，其中，判给女方抚养的多于判给男方抚养。

44%56%



45

婚姻状况与离婚原因
离婚案件当事人画像

离婚纠纷中，初婚占比 81%，离婚的多数原因由生活琐事等引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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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分配
离婚案件当事人画像

离婚纠纷案件涉及的财产分配主要为房屋和车辆，其次是存款和室内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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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地域分布
离婚案件当事人画像

北京市的离婚纠纷案件以朝阳区和丰台区为多，房山区和海淀区其次。



48



49



50

年龄分布
租房当事人画像

房屋租赁案件约 1,970 件，租房人群多为中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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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用途
租房当事人画像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租赁用途多为个人或家庭居住。其中，民用部分月租金 2500-5000 元的最多，商用部分年租

金 15 万元以下的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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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分布
租房当事人画像

涉诉承租房屋位置集中在朝阳区、丰台区。同样，租赁案件多发于朝阳区、丰台区，合计约占总数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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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原因与多发期
租房当事人画像

当事人多因转租房屋发生纠纷。下半年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多发期，其中，11-12 月的案件数最多。



54

涉诉房地产经纪公司前十
租房当事人画像

北京中伟置地、金城亿家、旺福家业是涉及房地产租赁纠纷案件排名前三的房地产经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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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分布与购房方式
购房当事人画像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购房者 30-40 岁最多，其次为 40-50 岁、50-60 岁；多数人选择通过房屋中介进行房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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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地域分布
购房当事人画像

朝阳区是房屋买卖纠纷案件最多的地区，其他地区案件分布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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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诉房地产经纪公司前十
购房当事人画像

北京链家、我爱我家、易家是涉及房屋买卖纠纷案件排名前三的房地产经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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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分布与物业费
物业纠纷当事人画像

物业服务合同案件约 2,275 件，购房者 40-50 岁最多，其次为 30-40 岁、50-60 岁；多发于物业费低于 5 元 / 月 / 平方米的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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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公司地域分布
物业纠纷当事人画像

涉诉物业公司登记住所地多位于丰台区和通州区。市内各区物业服务合同案件数量分布均匀。



60

涉诉物业公司前十
物业纠纷当事人画像

长城物业、华安物业、新宇物业是涉及物业服务纠纷案件排名前三的物业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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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分布与地域分布
高发刑事案件犯罪人画像

北京地区高发刑事案件为盗窃、抢劫、诈骗、故意伤害，共计 5,887 件。朝阳区为案件高发地，其次为丰台区和东城区。

犯罪人群偏年轻化，其中年龄段 20~30 岁的罪犯最多，占比约 39%。犯罪人自首率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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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段高发犯罪与地域分布
高发刑事案件犯罪人画像

刑事案件高发年龄段为 20-30 岁，朝阳区案件最多，其次为丰台区和东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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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高发时间
高发刑事案件犯罪人画像

从作案时间上看，清晨案发率最低；午后、夜间是犯罪高发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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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地域分布
高发刑事案件犯罪人画像

案件量集中在城六区，其中最多的为朝阳区，占比近 20%。以 2014 年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在东城区遭遇侵犯财产犯罪的概率

最高，在丰台区遭遇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概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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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伙作案
高发刑事案件犯罪人画像

高发刑事案件中，约 15% 的案件为团伙作案；其中，抢劫罪团伙作案率最高，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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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多类型作案
高发刑事案件犯罪人画像

多次作案、多类型作案情况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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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类型
侵犯财产类犯罪人画像

数码产品，珠宝首饰和现金是犯罪人主要目标。入户犯罪行为约占 1.5%，入户犯罪中 87% 为入户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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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手段
侵犯财产类犯罪人画像

抢劫案件中，转化型抢劫占比为 22%；直接实施抢劫的行为以实施暴力为主，占比达 49%，暴力方式多为殴打。

诈骗案件中，许诺收益为最常用的诈骗手段，其次为冒充他人、使用聊天工具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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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伤亡情况
侵犯人身权利类犯罪人画像

故意伤害案件中 89% 的被害人属于轻伤，造成重伤和死亡的情况占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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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获时间
高发刑事案件犯罪人画像

案发当天被抓获的比率高达 55%，多为盗窃案件；80% 的案件，犯罪分子在一个月内被抓捕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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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刑分布
高发刑事案件犯罪人画像

罪犯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占比很低；判处刑罚最多的为有期徒刑，其次为拘役。有期徒刑刑期中，被判处 3 年以下的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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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刑分布
高发刑事案件犯罪人画像

对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判处的罚金部分，金额主要集中在人民币 1000—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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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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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比较之不同

深入挖掘北京、上海两地的公开裁判文书，我们发现由于上海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公开的信息少于北京地

区法院，我们能够从中挖掘的维度少于北京地区，能够进行有意义挖掘的问题也少于北京地区。综合已

有的维度与问题，我们发现北京、上海两地的如下差异：

       

北京地区与上海地区发生劳动争议的当事人从事的行业不同。北京地区男性在互联网行业发生劳动争议最多，女

性在贸易零售行业发生争议最多；而上海地区男女均在生产加工行业发生争议最多。

北京地区交通事故当事人以现代和金杯品牌车辆车主居多，上海地区则以大众和别克品牌车辆车主居多，可能与

当地各品牌的汽车保有量以及上述品牌车主从事的行业有关。

北京地区交通事故当事人以私家小型轿车、出租车和客车车主居多，上海地区发生事故当事人则以私家小型轿车、

电动车和客车车主居多；上海地区因电动车事故引起的纠纷明显多于北京地区。

从裁判文书中体现，两地法院认定医院构成医疗损害的案件占比差别不大，但上海地区被鉴定为伤残的患者比例

高于北京地区。北京地区涉诉较多的就医科室为内科与妇产科，上海地区涉诉较多就医科室为内科与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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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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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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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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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因整形引起的医疗纠纷案件中，北京地区患者以鼻子和面部整形居多，上海地区患者则以鼻子和胸部整形居多。

聚焦涉及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案件中，北京地区手术后死亡的比例高于上海地区，上海地区手术中死亡的比例高于

北京地区。

北京地区在食品方面的涉诉案件数量比例高于上海地区，上海地区在建筑材料方面的涉诉案件数量比例高于北京

地区。

上海地区房屋租赁及买卖纠纷案件中的中老年人比例高于北京地区。房屋买卖纠纷案件中，与北京多通过中介交易

不同，上海地区多为买家与业主直接交易。

盗窃案件中，北京地区犯罪分子的盗窃目标前三位是数码产品、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现金，上海地区则为数码产品、

车辆、现金。上海地区车辆被盗案件数量比例高于北京地区。

诈骗案件中，上海地区使用聊天工具作为诈骗手段的案件数量比例高于北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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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是世界最新的技术革命、商业革命和观念革命。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

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并将为人类的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可量化

的维度。加强大数据研究，对社会各界的诸多领域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人民法

院出版社专注于专业法律知识和海量司法文书的规律研究和实务应用，国双科

技一直致力于各种数据的采集、整理、分析、发掘、展现以及应用，并已经在

许多领域有所建树，确立了自身在大数据方面的技术领先地位。在司法领域，

人民法院出版社与国双公司深度合作，结合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优势，通过对法

律法规、裁判文书中海量数据的深入挖掘、分析加工，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发

现问题、研究问题、预测趋势，并为解决问题提供相对科学合理的运行方案以

及可资参考的数据支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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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出版社成立于 1986 年，是最高人民法院直属的出版机构，承担着

最高人民法院法制宣传、文化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多项重要任务，是全国法

院文化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阵地之一。多年来，人民法院出版社秉承“立

足审判，服务法治”的办社宗旨，已从一个以单一出版法律图书为主的专业

出版社，发展成为具有图书、网络、音像电子出版，法律知识定制化服务，

司法文书大数据分析，电影电视剧制作，新闻期刊出版等业务的跨媒体、跨

领域、综合性出版社，形成目前图书出版社、《中国审判》杂志社、电子音

像出版社和东方法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三社一公司”四位一体的经营

格局。目前人民法院出版社拥有在职员工 180 余人，内设 18 个部门，年产

值过亿元。

人民法院出版社在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出版领域，人民法院出版社在司法

实务、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案例指导、司法考试辅导、法律实务工具

书等五大跨媒体出版方面中确立了行业领先的优势地位；法律知识定制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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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司法文书大数据分析领域，人民法院出版社在众多建成和在建的司法信息数据平台基础上，对海量法律条文、

案例要旨、法律观点、裁判文书进行分类聚合、多维串联、智能推送，进而为不同类型用户办理案件、处理纠纷

提供个性化、一站式法律解决方案，同时还将把司法文书大数据挖掘成果运用在社会多个行业和领域；电影电视

剧制作领域，人民法院出版社不仅在传统影视领域拥有获得电影华表奖提名和中央台一套黄金时间段播出的优秀

作品，还在互联网视听领域有着全新的突破，多部微电影作品荣获行业系统多个一等奖、二等奖、最佳微电影等

重要奖项；新闻期刊出版领域，《中国审判》作为全国法院系统惟一的大型新闻类综合性期刊，月发行量已过 10

万册，被评为全国“百强报刊”，现正基于全国法院海量司法案件信息，搭建全新的“审判”新媒体终端。

目前，人民法院出版社已被评为 “国家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 （全国共获评 46 家），入选全国 “专业数字内

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 （全国入选 28 家），拥有从传统出版、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到互联网出版、互联网

视听等多个行业稀缺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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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双”）是一家注册于北京中关村科技

园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 2005 年，现有全职员工 700 多人，其中

超过 1/3 从事技术研发工作。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

哈尔滨开设有分公司。

国双是领先的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商业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依托自

主研发的高性能并行数据仓库技术，专注于大数据的分析处理和信息挖掘，

提供基于数据分析的在线业务优化、电子政务、新媒体以及电信运营等技术

解决方案。作为一家技术驱动型公司，国双在大数据分析、在线业务优化、

搜索引擎营销、视频实时监测等诸多技术领域拥有国内乃至全球领先优势。

2013 年 10 月，成为北京知识产权局“中关村专利审查员实践基地”；2014

年新申报专利近 400 项，并与百度、联想、奇虎 360、腾讯等行业领袖一起

入选首批 27 家“中关村知识产权领军企业”。

国双的核心业务覆盖商业企业、政府、新媒体三大领域。在商业市场，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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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遍布 18 个行业 600 多家国内外知名客户及品牌提供全流程数字营销技术和服务；在政府市场，2012 年与国家信息中

心联合成立网络政府研究中心，迄今已为全国 3000 多家政府机构提供大数据分析服务；在新媒体领域，与 20 多家省级

电视台和网络电视台建立合作，为其提供全媒体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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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是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以电子、音像、互联网出版，

法律知识定制化服务，司法文书大数据分析，电影电视剧制作为主业的新媒

体出版社。通过充分开发系统资源，以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服务获得良好声

誉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也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根据 2012 年新闻出版总署统计，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在全国非独立电

子音像社出版物销售利润排名中位列第六，在法律出版行业中位居首位。 

未来，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将以法院系统信息资源为依托，在已有的渠

道和经验基础上，利用先进的信息化知识平台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发展成为

权威、专业、独具品牌影响力的，集法律产品、资讯、服务为一体的定制化

一站式解决方案供应商。

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立足审判、服务法治，以科技推
动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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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双数据中心是一个非盈利性质的数据信息共享机构。基于 OLAP 技术的强大交

互式数据挖掘平台，我们将 PC、移动等多个数据源的数据进行聚合、关联、交叉，

通过归因模型、富媒体热力图等多种方式对用户行为、网站页面点击情况等进行

研究，以满足企业不同视角的数据挖掘需求，呈现不同深度的数据分析报告。

我们的研究范围覆盖诸多行业与媒体类别，涉及上百个维度和指标。

我们长期跟踪网站质量与网民行为，同时关注媒体影响与行业趋势，定期发布中

国互联网网站质量、网民行为趋势、媒体影响力等方向的研究成果。

国双数据中心，专注数据，创造价值，与您分享中国互联网数
据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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