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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重庆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

与核查办法》的通知
渝府办发〔2024〕91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与核查办法》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 年 12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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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与核查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核查与认

定工作，保障其依法获得法律援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援助法》《重庆市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济困难公民没有委托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在本市

行政区域内申请法律援助的，对其经济困难核查与认定适用本办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重庆市法律援助条例》等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和免予核查经济困

难状况的情形除外。

第三条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状况以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

家庭成员的家庭收入、刚性支出和财产状况进行综合认定。

申请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前 12 个月内，本人及其共同生活

的家庭成员的收入扣减刚性支出后，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上一年

度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且没有价值较大资产的，

应当认定为经济困难。

因申请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纠纷申请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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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申请人本人的收入、刚性支出和财产状况进行综合认定。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

（一）配偶；

（二）未成年子女；

（三）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

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

（四）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关系并连续共同

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员。

第五条 下列人员不计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一）登记在同一户口簿中，但与申请人无法定赡养、扶养、

抚养义务关系的人员；

（二）连续三年以上（含三年）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宗教教

职人员；

（三）在监狱内服刑、在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

（四）宣告失踪的人员。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收入，指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

庭成员在规定期限内获得的全部现金及实物收入，包括工资性收

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经区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等。

家庭收入的范围和认定，按照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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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刚性支出包括：

（一）医疗费用支出，指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患

病在医疗机构发生的，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其他补充

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慈善救助后，政策范围内

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原则上依据有效票据认定。

（二）教育费用支出，指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就

读于境内幼儿园和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阶段个人负担的

保教费或者学费、住宿费，原则上按就读学校教育部门提供的基

准定额认定。就读民办学校（幼儿园）的，按当地同类公办学校

（幼儿园）费用标准认定。

（三）残疾康复费用支出，指残疾人用于基本康复训练、辅

助器具适配等支出，在扣除政府补助、医疗保险、医疗救助、慈

善救助和商业保险补偿后个人实际支付的费用，原则上依据有效

票据认定。残疾人的基本康复训练和辅助器具适配等范围按照本

市现行的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及残疾人辅助器具补贴目录

认定。

（四）因灾、因意外事故费用支出，指因水灾、干旱、地震

等自然灾害和因交通事故、火灾、爆炸、溺水、人身伤害等意外

事件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或人员伤亡，扣除各种赔偿、保险、

社会帮扶资金后，用于家庭恢复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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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县级以上有关部门根据有关规定认定的其他刚性支出

费用。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财产，指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

庭成员拥有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动产主要包括银行存款、证券、

基金、商业保险、互联网金融资产以及车辆等。不动产主要包括

房屋、林木等定着物。

第九条 本办法所称价值较大资产包括：

（一）银行存款、基金、有价证券、债券、商业性保险、互

联网金融资产等人均总值超过本市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金融资产；

（二）拥有 2 套及以上商品住房，且人均拥有建筑面积超过

本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住房困难标准的 3 倍（C、D 级危房

以及农村居民家庭宅基地住房、统一规划的农民新村住房除外）；

（三）拥有非住宅类房屋（兼作家庭唯一居住场所的除外）；

（四）拥有机动车（唯一经营性运输工具、残疾人功能性补

偿代步机动车、三轮机动车、排气量小于 150 毫升的摩托车除

外）、船舶、工程机械以及大型农机具；

（五）其他价值较大的资产。

第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本办法规定的标准核查申请人

的经济困难状况，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查询，或者由申请人进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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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诚信承诺。

（一）信息共享查询，指法律援助机构依托数据平台、应用

程序等，实现与公安、民政、人力社保、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

数据共享，对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经济状况在线反

馈核查结果。

（二）个人诚信承诺，指申请人自愿如实说明个人及家庭经

济困难状况，完整清楚知悉诚信承诺内容，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

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产生的法律后果。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

用记录或者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不适用个人诚信承诺。

无法通过信息共享查询并且不适用个人诚信承诺的，法律援

助机构应当采取制发公函等其他方式依法向有关部门、单位、村

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个人核实有关情况。

第十一条 因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申请人应当如实说明

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家庭收入、家庭财产和家庭支出等有关信息，

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对核查工作应当予以配合，并提

交经济状况信息核对授权文书。

申请人或者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未提交经济状况信息核

对授权文书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或者作出必要

的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补充材料或者作出说明的，视为撤回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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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依托数据平台、应用程序等委托有

关部门（机构），对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

家庭收入、家庭财产和家庭支出等方面的信息开展核查。

有关部门（机构）依法配合提供核查所需信息：

（一）民政部门依法提供婚姻登记、在册社会救助对象等信

息；

（二）公安机关依法提供户籍人口、车辆登记等信息；

（三）人力社保部门依法提供就业、缴纳社会保险费、领取

社会保险待遇等信息；

（四）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提供市场主体注册登记等信息；

（五）税务部门依法提供个人、个体工商户及企业纳税等信

息；

（六）财政部门依法提供财政供养人员信息；

（七）教育部门依法提供本区域内幼儿园和全日制本科及以

下学历教育阶段，个人负担的保教费、学费、住宿费等基准定额

信息；

（八）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部门和单位依法提供金融资

产等信息；

（九）规划自然资源部门依法提供不动产权属、面积、用途

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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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展改革部门依法提供公共信用等信息；

（十一）其他有关部门依法提供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经济状况有关的其他信息。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经申请人同意，可以依法将申请人

的姓名、申请援助事项、获得法律援助情况等信息，在服务大厅

或者网站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申请人虚假承诺或者不符合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对尚未作出法律援助决定的，不予法

律援助；已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的，终止法律援助。

申请人对不予援助或者终止法律援助决定有异议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有关规定处理。

申请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有关规定处理，并依照法定程序

和条件将申请人的失信行为记入失信记录。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和工作人员在核查过程中获得的

涉及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个人信息、经济状况等信

息，应当予以保密。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者过失发生信息泄露，或者

违规查询个人信息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