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上，在国家反家暴法未能制定
的背景下，2000年至今，我国28个省区
市相继出台了反家暴专门法规或政策。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赵学玲介绍说，自2010年实施人身安
全保护裁定制度以来，陕西的试点法
院已经下发了35份“ 人身保护令”，施
暴者都没有违反禁令。

但是相对于陕西省各级法院每年
受理约35000件婚姻家庭案件，家暴占
其中30%至50%来说，申请“ 人身保护
令”的人还是非常少。

在上海，申请“ 人身保护令”的女
性受害者更是少之又少，复旦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廖得律师事务所主任廖
佩娟表示，“ 很多女性根本不知道有
人身保护令，碰到了家暴也只能忍气
吞声，那么多年的案子办下来，基本上
申请的只是个位数。”

据赵学玲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有两个：

一是社会上对家庭暴力的危害性
缺乏认知，受害人没有被正确引导，导
致很多家庭暴力案件没有得到有效预
防和制止。

二是社会公众没有意识到家暴是
一种侵权违法的行为，甚至执法者也
认为家暴只是家务事，简单地将家暴
看作家庭纠纷不予理会，或者调解疏
导。一些机关不愿“ 搅和”家庭纠纷，
除非已经酿成人祸。

赵学玲说，最主要的是没有一部
法律适用，制约了法官对保护令裁定
的颁发。

赵学玲建议，应以新的民事诉讼法
实施为契机，促进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
有效适用。同时，进一步推进立法，制定
一个不依附诉讼的人身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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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青浦检察院发布了近4年女
性犯罪的统计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女
性犯罪的比率与数量均呈现上升趋势。
据统计，2009年至2012年，青浦区因涉
嫌犯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员中，
女性所占比例比较稳定，并呈现逐年递
增 的 趋 势 ，2009 年 女 性 所 占 比 例 近
5.1%，2012年上升到9%。在数量方面，
2012年青浦区检察机关每年提起公诉
的女性涉嫌犯罪人员与2009年相比，几
乎翻了两倍多。

根据青浦区检察院的调研统计结
果来看，从年龄结构来看，近四年青浦
地区女性犯罪分布于16岁至71 岁 之
间，但未成年女性犯罪比较少，主要以
19-55岁的为主，所占比例为96.1%。从
文化程度上来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的女性犯罪人占女性犯罪总人数的
70.8%。尤其明显的是毒品类犯罪中，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全部犯罪人的
90%。

“ 她们在涉嫌的罪名上比较集中，
近四年来女性犯罪主要表现为侵犯财
产类犯罪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类犯罪。”青浦区检察院检察官顾青
继续分析说，“ 侵犯财产类犯罪124人，
涉及盗窃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等七
项罪名。其中女性盗窃罪尤其值得关
注，有77人涉嫌盗窃罪。另外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57人，涉及合
同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八项罪名。总
体而言，女性罪犯所涉罪名均为相对较
轻的犯罪，性质严重的恶性刑事犯罪很
少。值得注意的是往年女性犯罪涉足很
少的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等职务
类犯罪也在抬头，近四年来发生比例共
占女性犯罪的5%。应该说，这是一个我
们不应当忽略的群体。”

》相关新闻

女性犯罪数量
和比率逐年递增

女性犯罪率的上升，手段的残忍，
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冲击着社会
链条的各个环节，如何遏制女性犯罪实
在是意义深远而重大。我们应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关爱女性，维护社会稳定。

青浦区检察院检察官认为，女性作
为弱势群体，自身的权益本身就易受到
侵害，特别是在她们缺乏谋生技能、缺
少感情依靠的时候，复杂的社会环境、
不良的社会风气，常易成为促使她们走
上犯罪道路的推手。

近年来，大量内地不发达地区劳动
力向沿海地区转移，上海作为一个国际
性大都市，城市人口流动量也逐年加
大，而流动人口事实上处于一种“ 匿
名”状态，干起一些违法犯罪的事也就
无所顾忌。另外，很多女性在上海缺乏
父母、亲朋等在感情上的引导与疏缓，
当感情生活受到威胁时，她们没有更多
的途径保护自己，一旦感情用事，有的
就会选择很极端的方式来处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美满的家
庭生活是犯罪的禁区，现实中有的犯罪
实是由于家庭温暖的缺失所致，必须构
建以家庭为中心的预防机制，这样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此外，许多女性罪犯，其犯罪的主
要原因是其心理上存在障碍，因此在
处罚与打击犯罪的同时，还要对女性
罪犯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如对女性
罪犯采取心理咨询、心理宣泄等方式
帮助其排除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使
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对刑满释放的
女性犯罪者，有关部门要采取积极行
动，安排其就业，从根本上杜绝女性犯
罪人再次犯罪。

》对策

以家庭为中心
构建预防机制

根据联合国最新公布的调查

数据显示，一些国家最多高达!"%

的妇女曾遭受暴力。据世界银行估

算，全球#$-%%岁女性因暴力致

死、致残的比因癌症、疟疾、车祸、战
争致死致残的人数总和还多。

全国妇联上月底公布的第三
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
示，我国在婚姻生活中，遭受不同

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

此外，全国妇联权益部的调查

显示，()%的受访群众认为，家庭

暴力是违法行为，绝大多数受访者
支持专门为反家暴立法。

妇联：反家庭暴力“ 非立法不可”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

孟晓驷认为，家庭暴力是人类社会的
一大痼疾，剥夺了妇女最基本的安全，
使其陷入恐惧、受到驱使和奴役，甚至
失去自由与生命。家庭暴力也是最普
遍的一种对妇女的暴力。

“ 有效的预防，及时的干预，有力
的救助，法律和执法人员明确的保护
都是反家暴法应该解决的问题。完善
立法虽然不是答案的全部，但无疑是

必不可少的关键一步。只有解决现有
法律缺乏对家庭暴力行为明确界定、
相关部门责任不清、预防和救助措施
不到位等问题，才能让法律更加有效、
公正，更为可及。”孟晓驷说。

孟晓驷表示，家暴绝不仅仅是“ 家
里的私事”，它已经威胁到了妇女的生
存问题，发展成了一个普遍现象，影响
到了弱势群体，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
稳定，已经到了非立法不可的地步了。

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可以鲜明地表
明国家对暴力不容忍、不纵容、不沉
默，可以更好地保护公民特别是弱势
群体的权利和尊严，强健公民的精神
力量、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另外，孟晓驷还认为，反家暴立法
还可以弘扬和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这一“ 兴国之魂”，这也是实现中
国梦，建设文明中国、和谐中国必不可
少的举措。

中国政法大学传媒学院研究员朱
巍表示，世界上有120多个国家都没有
将家庭暴力作为“ 家务事”看待，而将
其单独立法。从我国家暴司法特色来
看，将《 婚姻法》作为反家暴的基准法
有失妥当。我国法院历来都以调解作为
解决婚姻关系的前置程序，实践中多以

“ 调而不判”居多。
朱巍称，从法律属性上看，家暴行

为侵害对象主要是公民的人身安全，并
不是婚姻状况，对家暴的先行调解制度
其实就是在纵容犯罪。

朱巍认为，社会广泛关注的“ 李阳
家暴案”在朝阳法院一审宣判后，法院
按照新民事诉讼法为受害人李金发出
了北京第一个“ 人身保护令”，这是非
常值得称赞的。

“ 保护令”不仅强调了法律对受害
人的保护，而且还向施暴者提前作出警

告，达到“ 未雨绸缪”的效果。在未来反
家暴立法中，应扩大“ 人身保护令”的
适用范围。

据《 法制晚报》

》声音

人大：正针对可操作性展开论证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接受记者
采访时透露，全国人大非常重视反家
暴法，正在就主法的可操作性进行论
证，全国人大将积极推动出台。

阚珂表示，如何断定家庭暴力？
极端的一些案例比较好判断，但一

般的案例如何判断？有些案例夫妻
两口子今天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
打出手，明天又好了，这种情况法律
何时介入、如何介入，这一系列问题
都是难点。

阚珂介绍，涉及家暴的法律条文
都有原则性的规定。比如，《 妇女权益

保障法》、《 刑法》里都有相应的规定，
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反映出了很多问
题，妇联和全国人大一起做了很长时
间的调研，现在就操作性正在进行进
一步论证。“ 这部法律出来是要制定成
一部可具操作性的法律，而不是原则
性规定。” 据《 法制晚报》

》难点

上海鲜有女性受害者申请“ 保护令”

》专家

反家暴法应扩大“ 保护令”适用范围

》数据

近1/4女性
遭遇家暴

妻子不堪殴打将热油泼向老公 家暴再度成为 热议话题

全国妇联副主席：反家暴立法“ 离成功只差一步”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离婚案宣判,法院发人身保护令，图为李金（ 左二）在法庭上。 本版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