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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庭暴
力日。“法不入家门”？只有女性
遭受家暴？关于家暴的几大误
区，你都知道吗？

“法不入家门”？
反家暴是社会文明进步标志

2016年，中国第一部反家
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生效，其中明确规定，“国
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禁止家庭暴力。”在今年1
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中，也将此作为
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

2020年11月25日，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十
大典型案例，明确提到，“法不入
家门”已经成为历史，反对家庭
暴力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散布隐私也算家暴，
目睹家暴也可能是受害人

反家暴法明确规定，本法所
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
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
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
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在广东，2020年10月1日起
施行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对
此作了更为细化的规定，明确将
家庭成员之间的“侮辱、诽谤、散
布隐私、威胁、跟踪、骚扰”等精
神暴力也纳入家暴范畴，同时将

“利用网络手段实施的身体、精
神等侵害行为”明确为家庭
暴力。广东还规定，目睹家庭暴
力的未成年人也是家庭暴力受
害人。

只有女性遭遇家暴？

不少曝光的案例中，家暴的
受害者往往是女性。但女性绝
非家暴的唯一受害者。根据中
国妇联的抽样调查，也有男性会
被伴侣殴打，父母与未成年子
女、成年子女与年迈父母之间也
会有家暴情况的发生。

2019年，杭州市妇联发布
《杭州市反家庭暴力工作调查研
究报告(2016—2018)》。白皮书
显示，反家暴法施行以来，在
2018年，家庭暴力投诉总量首
次下降。但与此相反的是，三年
中男性报案数仍持续逐年增长。

恋爱阶段、离婚之后，
不能适用反家暴法？

生活中，不少家暴事件发生
于谈恋爱期间，也有不少案件中
出现了离婚后一方威胁、骚扰另
一方的行为。

谈恋爱、离婚后，还能适用
反家暴法吗？

2020年11月，最高法发布
了一起针对“离婚后家暴”发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典型案例：夫
妻经调解离婚后，女方带着三名
未成年子女生活。然而，每当男
方心情不好便到女方家中骚扰、

恐吓甚至殴打女方和三个孩子，
女方多次报警，但效果甚微，男
方甚至变本加厉，连女方亲友都
躲不过。

后女方带三名子女诉至法
院，请求法院责令男方禁止殴
打、威胁、骚扰、跟踪母子四人及
其近亲属。后江苏省连云港市
海州区人民法院裁定：一、禁止
男方对女方及三名子女实施家
庭暴力；二、禁止男方骚扰、跟
踪、接触女方母子四人及其近
亲属。

最高法认为，反家暴法适用
于家庭成员之间，现有法律对家
庭成员的界定是基于血亲、姻亲
和收养关系形成的法律关系。
此外，反家暴法明确规定了“家
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
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
执行”，意味着监护、寄养、同居、
离异等关系的人员之间发生的
暴力也被纳入到家庭暴力中，受
到法律约束。

别人家暴，与我无关？

世卫组织在2017年的数据
显示，全球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
过身体或性暴力，仅有不到10%
的女性报过警。

“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
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反家
暴法如此规定。法律规定，单
位、个人发现正在发生的家庭暴
力行为，有权及时劝阻。

此外，学校、幼儿园、医疗机
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
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
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
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案。

上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
依照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
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
者本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2020年1月，最高检还联合
全国妇联下发《关于建立共同推
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
机制的通知》，要求各级妇联组
织发现妇女儿童被家暴、性侵或
者民事、行政合法权益被侵害等
线索或涉检来信来访的，应及时
将案件线索或涉检信访材料移
送同级检察院。受理的检察院
应当及时处置，快速办理，并将
处理结果反馈妇联组织。

处理家暴可“和稀泥”？

现实中，由于长期存在的观
念误区等问题，一些家暴事件即
使报警也无法得到及时处理，导
致悲剧发生。

反家暴法规定，公安机关接
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
警，制止家庭暴力，照有关规定
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
定伤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家庭暴力
身体受到严重伤害、面临人身安

全威胁或者处于无人照料等危
险状态的，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并
协助民政部门将其安置到临时
庇护场所、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
利机构。

根据法律，当加害人实施家
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
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
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
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
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
暴力等内容。

公安机关应当将告诫书送
交加害人、受害人，并通知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应
当对收到告诫书的加害人、受害
人进行查访，监督加害人不再实
施家庭暴力。

对于负有反家庭暴力职责
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人身安全保护令，
当事人才能申请？

反家暴法规定，当事人因遭
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
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
受理。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
介绍，2016年至2020年，全国法
院系统共发出7918份人身安全
保护令。

人身保护令只有当事人可
申请么？

依照法律，当事人是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
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
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
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
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
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
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
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
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
五日以下拘留。

家暴，无法离婚？

根据《民法典》规定，法院审
理离婚案件应进行调解，有实施
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
员，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离婚财产分割以照顾无过
错方为原则。法院可根据案件
情况，酌定施暴方少分财产的比
例，以此惩戒施暴者。

一方遭遇家暴离婚，还可请
求施暴方进行损害赔偿。

家暴不是家丑，而是违法犯
罪，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不
要隐忍，不要沉默，勇于反抗！

只有女性遭受家暴？家暴与我无关？

注意家暴八大误区！

反家暴自救求援指南
◇反家庭暴力有哪些法

律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自2016年3月1日
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家庭暴力包括哪些
行为？

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
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
类型。

（1）身体暴力是加害人
通过殴打或捆绑受害人，或
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等使受
害人产生恐惧的行为；

（2）性暴力是加害人强
迫受害人以其感到屈辱、恐
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
或残害受害人性器官等性侵
犯行为；

（3）精神暴力是加害人
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
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
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
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
价 值 感 等 作 为 或 不 作 为
行为；

（4）经济控制是加害人
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
收支情况的严格控制，摧毁
受害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
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
害人的目的。

◇实施家暴要承担什么
法律责任？

民事责任。根据新婚姻
法的规定，家庭暴力是法定
离婚理由之一，而且受害者
可以要求家庭暴力实施者承
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根据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实施
家庭暴力尚未构成犯罪的可
处以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
下罚款或者警告。

刑事责任。严重的家庭
暴力会构成刑法中暴力干涉
婚姻自由罪、虐待罪、故意伤
害罪、故意杀人罪、侮辱罪
等罪。

◇受害人遭遇家暴该怎
么办？

（１）拨打110报警求助。

也可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
在单位、当地的村（居）民委
员会、妇联组织等求助。报
警求助的，保留报警回执，必
要时可申请民警出具家庭暴
力告诫书。

（２）及时就医或鉴定伤
情。妥善保留诊疗记录、病
例资料等，或到伤情鉴定机
构开展鉴定，保留鉴定证明。

（３）向人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当事人是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
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
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
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４）申请临时庇护、法律
援助等服务。遭受家暴后，
没有生活来源又无家可归
的，可向当地的妇联组织申
请入住反家暴庇护站，获得
临时生活帮助。准备起诉离
婚的，可向当地司法行政机
关依法申请法律援助。

◇什么是“人身安全保
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
《民法典》规定，是当事人因
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
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向申
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居住地、
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
法院申请的保护令。

◇如何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

原则上，“人身安全保护
令”是以书面形式申请；如若
书面申请确有困难，可以口
头申请，由法院记入笔录。

注意：除了本人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由
法院、公安、妇联、居委会组
成的“维权天团”也可以帮我
们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在受理申请后，72
小时内即作出人身安全保护
令或者驳回申请；甚至，如果
情况紧急，法院24小时内便
可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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