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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建立 张泰来
实习生 张瑶

受害人最大的64岁
还有一名男性

反家暴维权联盟成立于
去年的1月10日，早于反家暴
法的实施。事实上在更早之
前的2012年7月份，王新亮就
发起该项公益活动，为家暴
受害者提供免费的咨询服
务，但活动范围主要在山东，
去年起开始接手全国范围内
的救助。免费为家暴受害者
提供法律咨询、免费支招、免
费指导维权并且按照就近原
则为贫困的家庭暴力受害者
提供法律援助。

去年全年，反家暴维权联
盟共接到求助电话200多起，
主要集中在山东，也有河北、
北京、江苏的受害者打来求助
电话。记者抽取的这60条求助
电话是联盟在去年前四个月
接到的求助，通过它也可略窥
家暴的一些基本情况。

记者发现，60个电话中
有6个是离婚或者是夫妻闹
别扭打来电话，基本可以排
除在家暴之外，54个求助的
确存在家暴。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家暴
主要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夫妻
之间的事儿，但事实并非如
此。54个求助电话涉及到的家
暴受害者中就有4名60岁以上
的老人，占到总数的约7 . 4%。

54名受害者中年龄最大
的已经64岁。这名64岁的女性
家住济阳县，拨打求助电话称
其丈夫4年来不让其随意出
门，并时常对她拳脚相加。还
有一名63岁的受害者说她和
丈夫经常因为小事争执，男方
动不动就打人，而且连其长辈
也一起殴打，这种情况从结婚
时就有，老人很无奈，忍耐多
年，咨询怎么办。

求助者中最小的一位刚
满18周岁，称在与男友同居期
间受到暴力殴打。

其他受害者主要集中在
20岁至50岁之间，占总数的九
成左右，这些人正处在“上有
老、下有小”的年龄段，正是为
家庭付出的年龄，在辛勤付出
的同时遭受暴力对其心理伤
害也更加严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家
暴受害者主要是女性，54个求
助电话涉及的受害者无一例
外全是女性，但也有男性遭受
家暴情况的存在。

王新亮介绍在去年接手
的2 0 0多起家暴求助中，也

有一名男性称在家遭受了暴
力侵害无法继续生活，请求
援助。

身体暴力外
精神冷暴力不容忽视

从受害人描述的情况分
析，遭受的侵害以身体暴力为
主，但也有精神暴力等冷暴力
存在。

一名商河的求助者，结婚
十多年，自己在商河农村干
活，男方外出济南打工，但男
方不给家里钱，还向女方要
钱。女方拒绝后，男方吵闹不
休一家不得安宁，无奈之下请
来男方两个姐姐这才摆平的
事情。没想到的是，感到丢了
脸面的男方竟然在夜间对女
方突然施暴，使用棍棒和剪刀
实施侵害，女子受伤严重，经
过数月治疗才得以康复。

这只是身体暴力的一个
典型案例，54名受害者中，有
50人都遭受身体暴力，占总数
的92 . 5%。此外，也有4名受害
者遭受精神暴力。一名60岁老
年咨询者称其妹妹常年遭受
精神暴力，妹夫经常对妹妹辱
骂，回家也没有任何言语的交
流，生病后不管不问，导致其
妹妹精神崩溃。

王新亮介绍，除身体暴力
和言语辱骂、侮辱人格等精神
暴力外，性暴力也是家暴的一
个主要类型，而且这种暴力多
伴随身体暴力，表现为夫妻生
活得不到回应就是一顿殴打，
但是这种家暴的受害者出于
隐私等方面的考虑，往往羞于
向外界诉说求助。

经济依赖、对方出轨
都可能导致暴力侵害

记者注意到，54名受害者
中，52名属于在婚（初次婚姻）
或者同居未婚状态，也有两名
受害者属于再婚。一名27岁的
女受害者描述，她与男方同居
一年，没有结婚，现在还没有
分手，男方经常大半夜殴打当
事人，撕扯头发，拽至地上，进
行殴打。

还有一名受害者称自己
是再婚，前任丈夫把资产都给
了女儿，自己没有经济来源，
再婚的丈夫就利用对她的经
济控制动辄打骂。

“这些都是典型的经济控
制，利用女方对男方的经济依
赖，随意对女方施暴。”王新亮
律师说，他还接手过一个典型
的家暴援助。一名济南市区的
女性受害者，也是男方对其进
行严格的经济控制，进而对其

进行了近乎严苛的行动控制。
出门买菜时间不得超过15分
钟，身上带的钱不超过10元钱，
一旦超出这些便拳打脚踢。

除了经济严重依赖导致
的地位失衡诱发家暴外，对
方出轨也是导致家暴的重要
原因。54名受害者中有一名
受害人称，其丈夫出轨后，对
其态度冷淡，表现出暴力倾
向，逼其离婚，言语不合就拳
脚相加。另一名受害人描述，
以前夫妻关系还算稳定，可
后来“老公外面有人”，对女
方态度变得非常恶劣，经常
没事找事地打她。

业内人士分析，长期对亲
属实施家暴者多数心理存在
一定障碍，要么情商低下不懂
相处，要么心理变态。往往一
些琐碎的家庭小事都可能引
发暴力侵害，这也是家暴危害
的严重危害性的表现之一。

多数家暴受害者
选择隐忍

曾有多名法律界和妇女权
益保护界人士指出，家暴之所
以难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
人“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心
理，导致多数受害方选择逆来
顺受，敲落牙齿肚里吞，不愿意
因遭受家暴向外界求助。

这在54个求助电话里也
有所体现，54个电话中有7个
是受害者亲属暗地里拨打的
求助电话。这里有父母亲、姐
姐等亲人帮女儿、妹妹求助，
也有一例女儿拨打电话帮母
亲求助的情形。这是一名18岁
的女孩，其父亲从自己两岁开
始就打母亲，童年时期给她留
下很大的心理阴影，近些年尤
为严重，她想帮帮妈妈，改变
家庭现状。

值得一提的是，有12名受
害女性生育孩子，约占22%，
这些女性考虑孩子的因素比
较多。这样的情况下，家暴的
受害方不只是受害的女性，对
家里的孩子也会造成心理方
面的伤害，甚至会留下心理阴
影影响孩子的人格发展。

母性是伟大的，自身虽
然遭受侵害但在做最后的决
定时还是会考虑到孩子以及
家庭，往往难以做出决绝的
选择。

王新亮介绍，在他接手的
求助中，有七成以上的家暴受
害者只是在忍受巨大痛苦而
不知所措时拨打电话，咨询

“怎么办”，或者诉诉苦。只有
不到三成的求助者表示一定
要解除婚姻，与侵害方彻底划
清界线。

维维权权热热线线中中的的家家暴暴样样本本分分析析
家暴不只是夫妻间也不限于年轻人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
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家庭
暴力如同阴霾一般笼罩在这些
不幸的家庭中，损害着受害人
的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在《反
家庭暴力法》实施一周年之际，
作为全国首个“反家庭暴力法
建言暨维权联盟”的发起人，山
东新亮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新亮
向记者展示了一年来公益维权
热线的接听情况。据王新亮律
师介绍，一年来公益热线共接
听维权电话200多个，维权人绝
大多数来自山东各地市。记者
抽取了去年热线记录中的60条
作为样本，分析家暴当事人的
情况。

实实施施一一周周年年
家家暴暴没没有有明明显显改改观观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张泰来
实习生 张瑶

“家庭暴力是现代文明的
一个毒瘤。”作为反家暴维权
联盟的发起人，山东新亮律师
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新亮介绍，
当时他之所以发起反家暴维
权联盟，就是因为在日常的工
作中发现家暴现象的普遍，以
及带给受害者严重的伤害，

“我所接触的离婚案件中有百
分之六七十都有家暴的影
子。”因此，王新亮认为反家暴
法的实施反映出社会对家暴
问题的重视，是社会一个巨大
的进步。

那么反家暴法实施一周
年对于家暴的发生有没有起
到相应的效果呢？

反家暴法对家暴受害者给
出了有力的保护，一是人身保
护令，受害人遭受家暴时，可以
要求法院发出裁定，禁止被申
请人殴打、威胁申请人或申请
人的亲友，要求被申请人暂时
搬出双方共同的住所等。

二是临时庇护所，对于遭
受家暴者提供10日内的临时
庇护。在去年的3月1日，反家
暴实施首日，济南市的反家暴
庇护所也在济南市救助管理
站二楼挂牌成立。

今年3月1日，庇护所成立

一周年，庇护所负责人陈晓黎
介绍，在一年的时间里，庇护
所共接收妇女14名，平均每月
只有一人出头。

王新亮分析，这个数相比
家暴受害人群是极为悬殊的，
庇护所事实上并没有给绝大
多数的家暴受害者提供庇护，
反家暴实施一年来并没有明
显改善家暴受害者的处境。

全国其他省市的情况也
跟济南基本近似，根据媒体报
道，去年全年，浙江省全省也
只发出人身保护令115件，只
有32人申请临时庇护。在全国
范围内，去年全年也只发出了
680多份人身保护令。有数据
显示，全国有两成以上的家庭
存在家暴，这个数量相对于发
出的人身保护令差距巨大。

王新亮介绍，早在2012年
7月份，发家暴维权联盟就已
经成立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免
费法律咨询等服务。从联盟接
到救助电话的数量来看，反家
暴法实施一周年并没有减少
咨询数量，去年全年他们接到
了200多起电话求助，来电者
主要在山东，也有河北、北京、
江苏等地受害者打电话求助。
这个数量相比往年并没有减
少，从来电求助者的遭遇看，
反家暴法并没有有效起到遏
制家暴发生的作用。

加加大大对对家家暴暴者者的的
处处罚罚力力度度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张泰来
实习生 张瑶

律师王新亮分析，家暴现
象普遍存在但人身保护令发
出的数量不多，一方面的原因
在于“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
基因，导致多数的家暴受害者
选择隐忍，没有诉诸法律寻求
帮助；另一方面反家暴法规定
的处罚力度太轻起不到相应
的震慑作用也是其效果不明
显的主要原因所在。

反家暴法规定，实施家
暴情节严重的按照治安管理
处罚法给予相应处罚，情节
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书
面告诫，要求加害人纠正不
法行为，禁止实施家庭暴力，
并告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
后果等，预防家庭暴力再次
发生。

王新亮指出，反家暴的处
罚还是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自身并没有独有的处罚措施，
这就导致这部法律更近似于
一只牙齿不好的老虎，威慑力
不够。

从这一点出发，王新亮认
为反家暴法应该在相应实施

条例中明确更加严厉的处罚，
鉴于家暴行为的隐秘性，应当
实施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举
证方式，由被告自证清白，否
则认定家暴存在。此外，目前
的人身保护令只能禁止施暴
者远离受害方，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处罚也起不到相应的震
慑作用。

“我认为可以增加对于施
暴方名誉方面的处罚，比如一
旦家暴被证实要通报给其所
在的单位、社区，这样就能大
大提高震慑力。”王新亮说。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
解决，那就是施暴方受处罚与
其子女影响的剥离问题。王新
亮曾经接手一个案例，女方被
男方常年殴打，去年时有几次
打的特别厉害，女方找到维权
联盟求助，坚决要求给予男方
法律制裁。但最后，男方家属
提出若是男方受了处罚会影
响到孩子的出国、考公务员
等，女方为了孩子未来最终放
弃追究男方责任。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
然即便是规定了明确的处罚，
最终因为考虑孩子的未来，多
数受害者还是会选择隐忍。”
王新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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