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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保护令”，这个新鲜词
的“学名”叫做“人身安全保
护裁定”，自 !""# 年 $ 月
《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
理指南》试点时启用。但是，
它只能在当事人提起离婚
诉讼中申请，保护受害者在
提出离婚诉讼的过程中不
受到更大的伤害。离婚诉讼
前的申请，虽也能受理，但
提出申请 %&天内，当事人
必须提出离婚诉讼。

!保护令"效果好
目前唯一有突破的是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他
们也是自 !""#年 $月起开
始试点家庭暴力婚姻案件
审理的法院之一。香洲区人
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代敏
介绍，香洲区法院发出“保
护令”并不要求申请了保护
令就一定要起诉离婚，未起诉离婚
的法院发出的“保护令”有效期为
%&天。如果申请人认为还有必要，
失效后可再次申请。这项试点的实
践效果非常好，没有发生过再次提
出申请的案例。

代敏介绍，香洲区法院自 !""'

年 &月发出第 %份“保护令”，至今
已发出近 &"份，是全国发出“保护
令”最多的法院。这 &"份“保护令”
中，有的是在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
前申请的，也有的是刚想离婚，了解
到可以申请“保护令”，抱着试试看
的心理申请的。从审理和回访结果
看，一半是家庭暴力得到控制，受害
人没有再起诉离婚；另一半是施暴
方平静接受调解，没有再对受害人
施以暴力。
“电话回访受害人时，她们普遍

反映，‘保护令’发出后，效果很好。”
代敏说，法院也实地调查过，基本上
所有的当事人一收到“保护令”，便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感受到法
律的威慑力，不敢再次施暴。

能降低施暴概率
“保护令”对施暴方有 (种约

束，如禁止殴打、威胁、跟踪受害人；
要求施暴人从双方共同居所搬迁出
去；远离受害人等，法院根据具体案
情发出适用的“保护令”。发出人身
“保护令”的同时，法院会发一份协
助执行通知书给当地派出所和居委
会或村委会。还会告知受害人，如果
一旦受害，可报警，也可告知法院，
由法院对施暴人采取强制措施，也
会对施暴人晓以利害。如果施暴人
违反了人身“保护令”，又拒不执行
民事裁定，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 !"!条可对其采取罚款或拘留的
处罚。代敏说，以前是以牺牲受害人
的合法权益达到表面的完整，司法
干预后双方权益对等，也可避免打
伤或致残等后果。
金丛还提到，家庭暴力进入司

法的视界，虽能降低施暴的概率，但
对因家暴而离婚的妇女保护尚嫌薄
弱。这样的女性在家庭中往往要靠
丈夫生活，离婚后甚至无家可归。
“我们也希望妇联等部门能为这样
的女性提供培训或其他帮助，至少
给她们留点后路，这样她们在提起
家庭暴力诉讼时顾虑会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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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识淡漠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一庭副庭长金丛，自该院
!""#年$月试点起开始参与审理涉
及家庭暴力婚姻的案件。他最大的
体会是，绝大多数原告到了法院
后，只是口述遭受了家庭暴力，却
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这给法院认定
家庭暴力带来很大难处。“法律事
实与客观事实可能存在偏差。”金
丛说。

这与许多人对家庭暴力的法
律意识淡漠有很大关系。传统观念
中，家庭暴力就是“丈夫打老婆”的
家务事，只要不打死人或者重伤，
谁还会因此到法院去评理？绝大多
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她们
大都以忍耐为主，能挨过去就挨过
去，不愿意把事情闹大。还有些人
则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或顾及子女
感受。而邻居即使听到隔壁的吵闹
声，多数持回避态度。

我国司法部门多年来对家庭
暴力的认定也不够重视。金丛透
露，自 !""#年 $月试点至今，在龙
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离婚案件判
决书中$不包括调解%撤诉&，有 &"

余起认定了是家庭暴力，判决认定
比率约 !&)，此前连 %")都不到。
警察在处理家庭暴力投诉时，大多
把它当成简单的家庭纠纷，以口头
调解为主，教育一下施暴者，安慰
受害者后即离去，连笔录也不作。
妇联虽设有家庭暴力投诉，但笔录
有时做得不够详尽，很难作为打官
司时的证据。

“转移责任取证”
家庭暴力的形成和发展有其

特殊性，造成举证困难。夫妻俩
关起门来打架，谁也说不清楚到
底怎么回事。金丛分析，家庭暴
力的特殊性有三个：一是隐蔽性，
在家庭居住环境之内发生的较多；
二是暴力的即发性，一旦言语不
合，随时就能打起来，和刻意寻
仇有很大区别；三是在婚姻存续
期间的持续性。

龙湾区法院对家庭暴力的举
证责任做了尝试，不是谁主张谁举
证，当法院认为原告已经完成举证
责任后，可要求被告举证，称为“转
移责任举证”。在一起涉及家庭暴
力离婚案件里，妻子是原告，她说
在家里被被告打了几次，并讲出了
每一次具体的时间和经过，也提供
了受伤的证据，从证据看，原告脸
颊的伤痕和脖子的掐痕，明显是暴
力行为所致，不是磕碰伤。但是被
告则否认是其所为。原告提供的证
据虽能证明损伤的后果，却不能证
明是被告所为，因为殴打时无他人
在场，也没有监控资料。
“这时，我们继续要求原告提

供被告对她实施暴力的证据，她却

无法提供。在此情况下，我们基于
二人共同生活的事实，认为如果原
告是被他人殴打致伤，被告作为夫
妻一方至少应该知情。因此，法院
认定原告已完成举证责任，转而要
求被告对原告的伤势后果不是其
暴力行为所致做出合理的解释并
提供相应证据。”金丛介绍。后来，
被告无法解释及举证，法院即推定
原告的伤害后果为被告所致，构成
家庭暴力，依法做出离婚及过错损
害赔偿的判决。“判决后，被告没有
提起上诉，反映出法院的认定符合
客观真实。”金丛说。

如何认定家暴？
如何认定家庭暴力？金丛说，

有的殴打并不构成家庭暴力。
金丛说，曾经有个案例，一个

丈夫有了第三者，一直瞒着妻子，
妻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丈夫
和第三者在一起，老婆当场打了老
公一巴掌。这个举动肯定是暴力，
但并不是以控制为目的的暴力，所
以不能认定为家庭暴力。“家暴是
基于控制为目的，施暴一方以殴打
使被打一方顺从其一些行为方式，
甚至以打为威胁，让受害者被打了
还要说是自己磕碰的，更不敢去提
起离婚诉讼。”

金丛说，法院可通过开庭时原
告和被告的言行，以及双方讲出来
的日常生活中的事实裁定。比如，
有的男人为了不让妻子和异性接

触，不许妻子出去工作，在经济上
控制妻子，买菜的钱用了回来要报
账等。还有一个案例，丈夫是个屠
夫，经常把妻子关在阁楼上脱掉衣
服打，妻子出去根本不敢和人讲，
脸上有伤也说是不小心磕的，丈夫
的这些行为已经让妻子内心产生
恐惧，被控制的表现非常明显。

有些夫妻间因殴打产生的控
制关系在开庭时表现出来，金丛
说，有一次开庭时，被告推开法庭
的门进来，原告就吓得往律师身后
躲。开庭时，被告只要一看原告，原
告的眼睛就朝下看。休庭后，被告
更是在走廊上把原告暴揍一顿，被
监控拍了个正着，后被法院依法予
以司法拘留。$本报温州今日电&

家暴案审理遭遇难题：证据不足
———法律界人士呼吁推进家庭暴力单独立法，

使受害者能及时得到保护
特派记者 姜燕

1个月前，首批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审理试点在
北京、浙江、重庆、陕西的二十多家法院展开。这是继
涉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试点后，我国在推进家庭暴
力立法方面的又一举措。

昨天，记者来到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这家法院早在2008年3月便开始试点涉家庭暴力
婚姻案件审理，并曾于2009年签发了浙江省第一份

预防家庭暴力的人身保护裁定。长期来，许多人对家
庭暴力的法律意识普遍淡漠、观念陈旧。证据保存不
足是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尚无单独立法。对家庭暴
力事件中受害者的保护也仅停留在离婚诉讼中。一些
法律界人士正在积极呼吁推进家庭暴力单独立法，使
受害者能及时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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