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度降低女职工所提性骚扰证据举证标准
北京东城法院召开职场性骚扰相关法律问题新闻通报会——

报报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召开职场
性骚扰相关法律问题新闻通报会。北京东
城法院法官建议，在处理性骚扰案件中，合
理分配举证责任，对职工无法调取的证据，
可依职权调查。对女职工提供的证据，适度
降低举证标准，按照民事案件高度盖然性的
证明标准审查。如果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其
全面履行预防措施和制止行为，应推定用人
单位存在过错，要对受侵害的女职工承担责
任。

东城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调研
近三年相关案件发现，职工采取法律手段起
诉性骚扰的案件较少，因证据不足导致职工

败诉的占比很高。
该院立案庭庭长韩毅兵介绍，职工在职

场性骚扰维权案件中呈现以下问题和特点：
被害者发声难，职工取证举证难，对性骚扰
的定性难，单位反性骚扰义务落地难，因性
骚扰维权导致的侵犯名誉权、隐私权等关联
诉讼多发。

韩毅兵说，通过对劳动者起诉用人单位
确认违法解除的案件进行调研，发现部分女
职工在遭受单位领导职场性骚扰后，主动向
用人单位投诉，但因未能提供受侵害的证
据，被用人单位以扰乱工作秩序、不服从管
理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大部分职工对
职场性骚扰事件保持沉默。

“由于缺乏对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义

务的有效监督，单位反性骚扰义务真正落
地成为难点。”韩毅兵说，通过对职工遭受
职场性骚扰后以侵权为由起诉的案件进行
调研，有职工认为用人单位未制定预防性
骚扰的措施，对于职工申诉维权进行阻碍，
因此将用人单位一同起诉，要求用人单位
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用人单位往往以已经
在员工手册中明确禁止性骚扰行为、事后
找侵权人谈话了解事实，表明已经履行了
预防、调查义务进行抗辩。但用人单位履
行义务的程度、是否存在过错，一般员工无
法提供证据证明，因此职工的诉求难以得
到支持。

韩毅兵建议，职工应提高维权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在男女面对面接触场合，要尽

量选择公共空间会谈，如果不得已在密闭空
间工作接触，随身携带手机，当感觉可能受
到性骚扰时，要明确表达拒绝的态度，录音
录像，随时报警。提高证据保存意识，例如
聊天记录、录音视频等。

此外，用人单位应完善防治性骚扰发
生的内部机制，积极营造防治性骚扰的工
作环境。工会和劳动行政部门应加强劳
动保障法律监督，指导用人单位建立预防
和制止性骚扰工作机制，对用人单位防治
职场性骚扰制度进行备案、审查及督促落
实，对未全面履行防治性骚扰义务的用人
单位，应由劳动监察部门责令整改，加大
对侵犯女职工劳动权益行为的失信惩戒
力度。

焦点关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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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询问救助破解性侵案件“三难”

作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办理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场所，未成年

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诉讼权利告知、法律援助、询问

取证、检查治疗、心理疏导和司法救助等一体化工作。

询问性侵未成年被害人工作指引解决“怎么问”的专业难题，让询问的细

节更温暖。通过一次性询问取证查明案件事实，最大限度减少对未成年被害

人的二次伤害，缓和修复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创伤。

——西藏未检工作开启司法保护与社会综合保护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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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出反家暴电子脚镣一周年之
际，法国自10月起开展一项新实验：
让家暴罪犯佩戴VR眼镜接受家暴

“沉浸式体验”，希望以此防止其出狱
后再次作案。

用VR激起施暴者的同情心

法新社报道，法国司法部近日推
出一项新反家暴实验性措施，让家庭/
配偶暴力犯罪人通过VR“沉浸式”体
验家暴受害者的感受，从心理上预防
其出狱后再犯。

这款反家暴VR视频由法国司法
部指导、反家暴专家参与、里昂Re-
verto新创企业研发，呈现了家暴多
个不同角度：精神控制、精神暴力、身
体暴力等。

整套视频分为7段，覆盖家庭生
活不同阶段的不同场景，使用者可轮
流代入丈夫/男友、妻子/女友和孩子
的角色。Reverto 公司创始人介绍
说，这款VR视频可“激起同情心”，让
施暴者切身体会到受害者的感受，尤
其是“恐惧感”，因为男性施暴者通常
拒绝承认这一点。

首批实验于10月初正式启动，为
期一年，共有28名家暴罪犯参与。法
国司法部指出，选择这些人是因为他
们“再次犯罪的风险很高”。实验结果
将由独立机构评估，若效果好将在全
法范围内推广。

法国46项反家暴措施实行
的如何？

法国政府2019年 9月 3日召开
“反家暴措施协商会议”，会议通过46
项反家暴措施。但法媒指出，在两年后的今天，有
36项措施得到实施，仍有10项有待落实。

目前已实行的措施包括：反家暴热线“3919”
一周7天24小时全时间段开放；家暴受害者可在
6天内获得保护令；警方可在接到第一次报警后
没收施暴方的枪支等。司法部还为法官准备了
2310支“重大危险电话”，其中1625支已分发给
家暴受害者。

备受关注的还是去年9月正式实施的反家暴
电子脚镣措施。

这种电子脚镣佩戴在脚踝处，可以为有暴力
倾向的加害人进行地理定位，当其接近受害人时
会触发警报系统。

在救助家暴受害者方面，若医生认为受害者
处境危险，可不遵守保密原则，立即向检察官报案。

此外，法国2020年还为家暴受害妇女儿童新
增1000张收容位置。法国LCI网站报道，2021
年司法部为收容位置预算达到4150万欧元，较
2020年增加40%。 （来源：欧洲时报）

求美之心别被“贷”进坑里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如果不是在未成年人‘一站式’询问救助
中心询问未成年被害人，9月初那起未成年人
被性侵的案件，笔录很可能就做不全。”近日，
西藏拉萨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普布
仓觉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如
此感慨。

近年来，西藏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不断探
索，助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一站式”询问救
助中心就是西藏未检工作的一个缩影。

西藏首个未成年人“一站式”询问救
助中心

普布仓觉告诉记者，9月初那起案件是一
位刚满14周岁的女孩，通过微信与一位男子
聊天一个月，见面后通宵未归。第二日上午家
长报案，当日下午到达“一站式”询问救助中
心。“检察机关请专业心理老师给孩子做心理
辅导，告诉她要如实陈述，并与公安机关沟通，
询问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询问过程
中，原本以为孩子被绑架的家长，得知孩子与
男子发生了性关系，而且可能是自愿，当即表
示不再做笔录。

普布仓觉和同事已提前介入，与办案女民
警一起耐心给家长做工作，最终孩子做完了笔
录。普布仓觉告诉记者，那名男子40多岁，谎
称20多岁，欺骗未成年人。“如果没有‘一站
式’询问，公安机关单独询问，对孩子所言的真
实性很可能不会考虑太多。未成年人被询问

时，因父母在场，很可能不敢讲出实情。父母
拒绝继续询问时，询问很可能就此中断。”

据了解，2020年3月4日，西藏拉萨市人
民检察院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建起西藏首个未
成年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在拉萨市人
民医院的一个二层小楼，记者实地探访了这个
中心。

一层设有多功能区、心理疏导室，摆放着
两个模拟男女娃娃。拉萨市检察院第八检察
部一位干警介绍，被害儿童无法准确还原被性
侵的部位或者细节时，可以通过娃娃来描述。
二层有医疗检查室、询问室、观察室。医疗检
查室以粉色为主基调，设置了专业体格检查
床、妇科检查床、医疗器械等，便于医生提取证
据。

询问室与观察室之间，是一面单向可视化
玻璃。检察机关在观察室观察办案机关询问
的过程，如果遗漏了重要问题，会及时提醒公
安机关问到位。

上述干警介绍，一旦有案件，给医院打电
话就有值班医生赶来。被害未成年人首先进
入心理疏导室，由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疏导，
之后由医生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身体检查、证
据提取等，再之后是案件询问。目前，拉萨市8
个县区都可以使用“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存在发现难、取证难、
举证难。”普布仓觉表示，“一站式”询问中心可
以解决取证难问题。通过身体检查，客观证据
会很好地保留下来。“中心建立后，案件办得更
加精细。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站在指控犯罪的
立场，可以及时给公安机关提供更加详细的取

证意见。”
在从检15年的普布仓觉看来，作为检察机

关、公安机关办理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
门场所，未成年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对未
成年被害人开展诉讼权利告知、法律援助、询
问取证、检查治疗、心理疏导和司法救助等一
体化工作，开启了拉萨市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
护与社会综合保护的新模式。

普布仓觉介绍，自中心建成以来，共开展
心理疏导8次，完成6起涉未成年人案件的询
问取证工作。通过一次性询问取证查明案件
事实，最大限度减少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二次伤
害，缓和修复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创伤。“办理
的性侵案件没有退回补充侦查，降低了案件比
值，相应缩短了办案周期。”普布仓觉认为，目
前“一站式”询问尚处于磨合期，待沟通机制顺
畅后，对破解“三难”将逐步发挥作用。

工作指引为减少反复询问奠定基础

为确保中心工作顺畅运行，拉萨市检察院
会同市公安局、市人民医院等部门会签《拉萨
市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
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拉萨市刑事案件未成
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工作流程（试
行）》。按照文件规定，办理性侵害案件、监护
侵害案件、侮辱案件以及暴力侵害未成年人合
法权利的刑事案件，应当在救助中心开展“一
站式”询问、救助工作。

普布仓觉告诉记者，目前“一站式”中心主
要办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这两个文件中
融入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性侵未成年
人案件询问原则和精神，也就是性侵案件未成
年被害人应该怎么问。

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
任旺杰介绍，日喀则市、林芝市、昌都市“一站
式”询问救助中心也正在有序建设中。

2021年4月，林芝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会
签《询问性侵未成年被害人工作指引》，并制作
询问工作参考模板。

“法定代理人到场，录音录像不间断。”
“用原话。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笔录，应当

如实记录，不得添加、删减或修改。对于年幼
的未成年被害人陈述问题，记录应当忠实于原

话，不得随意加工或归纳。必要时，可以提供
布偶玩具，便于其用动作表示侵害行为和侵害
部位，可以在笔录中记载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时
的语气、神情、动作等。”

“询问女性未成年被害人的，应当由女性
工作人员进行。”

“对于少数民族被害人，应当采用其更容
易听懂的语言进行询问。询问未成年人应当
采取和缓的方式进行。询问语言要符合未成
年人的认知和能力。对于理解和表达能力较
为有限的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采用其易于理解
和便于表达的语言，确保能够被未成年人所充
分理解。”

……
上述内容都来自《询问性侵未成年被害人

工作指引》。林芝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负
责人凌燕参考了多份其他地方的工作指引，和
同事们一起编制，力图解决“怎么问”的专业难
题，让询问的细节更温暖。在凌燕看来，性侵
未成年人案件在基层案件量少，办案机关缺乏
经验。有了询问指引，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可
以共同列出问题提纲。

“询问指引非常实用，解决了基层的困难，
哪些是重点，用什么语言问，在什么环境下问，
可以直接指引实际操作，有效减少了性侵未成
年案件被害人的二次询问伤害。”林芝市察隅
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小永告诉记者。

防性侵机制不断完善

入职查询制度是防性侵的一项重要制
度。旺杰介绍，今年5月份，墨竹工卡县检察院
联合公安、教育等机关开展教职工入职查询专
项行动，对49所学校的1300余名教职工信息
进行查询。昌都市检察院联合市教育局、市公
安局制定下发《关于落实<关于建立教职员工
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的实
施办法》。

今年8月份，拉萨市检察院联合市公安局、
市教育局在全市开展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
训机构拟招录的教职员工、在职教职员工，以
及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的违法犯罪信息全
面查询专项行动。截至8月31日，拉萨市已完
成276所中小学、幼儿园和64所校外培训机

构，共计14761人的信息查询工作，发现1名教
职员工曾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经向教育
机关反馈后，已依法予以解聘；7名教职员工违
法犯罪问题已向市教育局反馈；44条问题线索
正在核实中。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负
责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每年的办案量占全区
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案件的40-50%，占全市的
70-80%。城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次仁白
姆告诉记者，该院制作藏汉双语《未成年人强
制报告制度》并将其嵌入“格桑梅朵护未队”小
程序中。制发张贴海报至该市社区、医院及私
人诊所等，大力宣传强制报告制度。只要发现
涉及违反强制报告制度的事件，就可以通过微
信“格桑梅朵护未队”小程序向检察院报告。

今年林芝市米林县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虐
待亲生女儿致死案时，发现县教育局未落实未
成年人侵害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向教育局发出
检察建议，将有关线索材料移送县纪（监）委处
理。9月7日，米林县教育局复函称，根据建议
书立即组织召开了“强制报告制度”贯彻落实
会议，切实筑牢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防线。

西藏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特别是进一步加大对性侵、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形成强有
力的震慑效应。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区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涉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60件74人，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36件49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4件25
人。

在凌燕看来，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结后，往
往才是未检工作真正的开始。林芝市检察院
对已办结涉未案件的受害人持续关注。在随
访中发现两名被害人有自闭、学习成绩下降的
情形，及时开展疏导，根据被害人意愿，多方协
调，为两名被害人办理了转学手续。“目前，两
名被害人生活、学习向好发展。”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基层，未检干警感
觉帮助被害人走出心理困境面临挑战，担心因
为不专业适得其反，迫切需要从事未成年人心
理咨询专业人员的支持。为此，西藏已经建立
全区首个未检工作心理咨询人才信息库，专业
社工、帮教基地等社会支持系统也在尽快完
善。

10月11日至17日是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各地开展了
丰富多样的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新华社发（傅新春 摄）

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幕

▲ 在石家庄市元氏县常山广场举行的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活动中，当地网信办工作人员用手机扫描宣传信息，为群众进行
网络安全知识讲解。

▲ 在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沧州地区活动现场，沧州市
运河区育红小学的学生听民警讲解网络安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