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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本市家暴报案逐年微降

据报告显示，2012年-2014年，
本市公安系统家庭暴力报案数分别
为 6494、5426 和 4971 件，呈逐年微
降趋势；2013年-2015年，市妇联维
权窗口接受的家暴投诉咨询分别为
282、243和440起，占当年婚姻家庭
类咨询投诉的5.75%、6.44%和9.18%，
呈略有上升的态势。两者之间的反
差是因为：直接到公安系统报案的家
暴受害人，往往正处于暴力发生的危
急状况之下，110成为其首选；而到
市妇联维权窗口及12338妇女维权
热线投诉或咨询的，一般属于暴力发
生以后，当事者在解决矛盾请求调解
或咨询离婚时的选择。

该报告对2015年市妇联维权窗
口家庭暴力投诉个案进行分析发现：
家暴受害者的年龄绝大多数集中在
26岁到45岁之间，占比31.35%。婚
龄与家暴之间的关系虽不明显，但
3-5年婚龄的夫妻间暴力发生频率
最高，达到16.25%。而“家暴家庭可
能是属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缺乏文
化素养”的传统印象被颠覆，是否容
易遭受家暴与其受教育程度关系不
大，受害者中占比最高的是大学和本
科以上学历者，达22.43%，紧随其后
的是初中文化程度者，达21.515%。

尽管绝大多数的家暴发生在婚
姻存续期间，但属于未婚、离婚、同居和
分居伴侣之间的暴力也约占5%以上。

专家分析说，家暴案例又有着十
分鲜明的特点：几乎绝大多数的案例
（占89%）都是男性针对女性，针对男性
的暴力仅占0.74%。另外针对子女和
老年人的暴力分别占2%和2.7%左右，
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保护也需要社
会高度关注。86%的家暴形式是身体
或肢体暴力，导致受暴者受伤的比例
达14%，造成身体轻微受伤的占55%。

案例
不堪忍受家暴将夫锤杀

近两年本市也发生几起造成严
重后果的家庭暴力个案。2014年，
崇明县妇女施某不堪忍受长期家暴
锤杀丈夫案，审判中法院采纳了妇
联组织提出的“受虐妇女综合征”的
建议，对施某减轻了刑罚，最终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该案体现出受害人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不懂得寻求正
确的救助途径，最终以暴制暴导致
惨剧发生。

2015年居住浦东的外地来沪妇
女卿某遭丈夫剁手案受到广泛关注，
案中受害者为外来妇女，在本地缺
乏亲戚朋友等外部支持，案发前与
施暴人发生争执时曾向围观人员及
执法车辆求助，都被以家庭矛盾为
由而婉拒，最终导致悲剧发生，这说
明“家庭暴力是家务事”的传统观
念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社会共同
关注和干预家庭暴力的意识亟待唤
醒；该案最终在市妇联提供法律、心
理、生活帮扶等综合救助下，受害人
重拾生活信心。

2015 年王某虐待未成年子女
案，该案因学校发现孩子身上伤痕累
累，及时报案，公安、检察院、法院及
时介入，最终母亲王某某以虐待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有效
保障了未成年人的权益。该案说明
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学校的及时发现
和报告报案十分重要。

一起起触目惊心的极端个案警
示我们，如果没有有效的预防、处置
和救助措施，一般的家暴也可能酿成
悲剧。

难点
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市妇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
多年反家暴工作的探索实践中，也遇
到了反家暴工作的难点和问题，主要
有：一是相关部门和社会整体的性别
意识、反家庭暴力意识缺乏。如“家
庭暴力是个人私事”的传统观念仍普
遍存在，这直接影响到家庭暴力事件
的发现和干预、影响到家庭暴力案件
的认定和处理；二是过去的工作缺乏
法律层面操作的依据和强有力的处
置手段。《反家暴法》出台之前，对于家
庭暴力的界定存在争议；公安机关、法
院缺乏强有力的制约手段，对家暴的
处置也只能停留在“劝说”；各相关职
能部门的职责不明晰，缺乏统一和长
效的联动机制。三是家庭暴力的发
生缺乏统一的统计口径，难以准确掌
握本市家庭暴力发生的状况，并有针
对性地开展服务；部分考核指标不合
理，以至于即使有家暴存在，相关部门
也不愿意作为家庭暴力个案报告；家
庭暴力的发现和报告不够及时等等。

青年报记者 卢燕 通讯员 王治国

本报讯 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
法》于昨日正式实施。昨天上午 9
点，马先生走进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向立案法官递交
了民事起诉状，要求离婚，理由是妻
子经常暴力虐待他。据悉，这也是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沪上首例立
案的涉家庭暴力民事诉讼案件。

马先生与沈女士经人介绍，于
2013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子，目前都
住在浦东。马先生在诉状中称，双方
在共同生活后性格不合，沈女士经常
歧视自己，并进行暴力虐待，致使自
己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伤害，人格
受到侮辱，胳膊被打脱位、关节挫伤，
被迫到医院检查治疗。

马先生还称，沈女士还对自己在
经济、行为上进行控制，影响了他的
正常工作、社会活动。鉴于此，马先

生认为双方已无法维持婚姻关系，因
此起诉到浦东法院，要求与沈女士离
婚。离婚后，孩子由自己抚养，沈女
士出抚养教育费，分割婚后共同财
产，并由沈女士返还从自己这里索取
的房产。

反家庭暴力与人们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近年来，社会大众对此十分
关注。作为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反家
庭暴力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家庭暴力法》于2015年12月27日经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于今年3月1日起正
式实施。

最高法院、上海高院对此高度重
视，就立案、审理等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为此马先生起诉后，浦东法院
立案一庭根据相关规定，经绿色通道
优先接待，按立案登记制要求即予立
案，并在第一时间将案件移交金桥法
庭及时审理。（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会上还讨论了将由市妇儿工委

办牵头协调出台《上海市实施反家暴

法职责分工（试行）》，进一步细化公

安部门、人民法院、民政、宣传、卫生

计生、司法行政、统计、教育等部门，

以及工青妇残联等组织、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和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职责，各部门和组

织将协同构建起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的坚强壁垒。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潮在听取

各部门交流发言后指出，市人大将认

真开展执法检查，督促政府各部门主

动履职，定期收集和研究分析实施中的

难点问题，结合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实

际情况，适时启动《反家庭暴力法上海

市实施办法》的立法论证和调研，力争上

海的反家庭暴力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

市妇儿工委发布《上海市反家暴工作情况报告》

受害者年龄集中在26岁到45岁
昨天，中国第一部反家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正式施行。由市妇儿工委和市妇联主办的上海
市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座谈会在市
公安局举行。会上，市妇儿工委办公室发布上海市反家
暴工作情况报告。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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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将出台
《上海市实施反家暴法职责分工（试行）》

《反家暴法》实施首日浦东法院立案一起家暴案

丈夫不堪忍受妻子暴打起诉离婚

近年来，各国不断根据自身国情

及特点，探索出一套富有成效的新措

施，最大限度内减少家庭暴力的发

生，降低其对社会的危害。

德国：谁施暴 将谁扫地出门
德国的反家暴法《防止暴力法

案》设立了一项重要原则：“谁施暴，

谁离开”，即施以家暴的一方会被赶

出家门，并被禁止靠近、纠缠受害者。

警察如果认定存在家暴行为，会

立即将施暴一方驱逐，同时没收其钥

匙，禁止其再返回住所。拒不离开的

会被警方拘留。

英国：揭家暴 干预施暴者
英国政府 2014 年 3 月推出一项

“家暴揭露计划”，给予个人“询问权”

和“知情权”，个人可通过该计划直接

向警方询问他们的伴侣或家庭成员

是否有暴力倾向的记录。如果警方

发现被询问的对象存在家暴记录，在

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向个人公开相

关信息。

荷兰：强制通报 重罚公务员
2013年7月1日，荷兰开始实施

“强制通报准则法案”，以期改变家暴

事件“民不举、官不究”现象。荷兰的

强制通报制度适用于教育、卫生保

健、儿童保健、青少年保健、社会工作

以及刑事司法系统的专业人士，不仅

要求他们通报疑似家暴情形，还规定

了家暴识别的具体指标、步骤、报告

程序和模板。警察等公务员施暴有

可能受双倍惩罚。 据新华社电

周培骏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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