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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权益保障法“大修”四大进步特色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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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青少年文身，大多数
家长都会表达不安与焦虑。家
长们的担忧有现实原因，文身的
确会给青少年带来诸多不利后
果，主要表现在健康风险和就业
困境两方面。

文身有潜在的健康风险。
首先是感染风险，重复使用的针
头和墨水可能导致乙肝和艾滋
病的传播。其次，有些文身者可
能会过敏、不愈合，或产生肉芽
肿、瘢痕。另外，对未成年人来
说，他们的皮肤还没有发育完
全，这意味着一个人在 17 岁时
获得的文身可能会在 24 岁时
拉长、褪色和歪斜。最关键的在
于，文身是永久性的。去除文身
不仅困难、昂贵且仅部分有效
——不但不能将皮肤恢复到原
来的状态，还会留下永久性疤
痕。

拥有文身还会限制青少年
未来的职业选择，国家明文禁止
文身者进入的行业就有：军人、
人民警察、交通行政执法人员
等。对于文身最为盛行的体育
和演艺行业，相关管理机构也发
布了限制性要求。

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出
发，青少年文身现象必须得到遏
制。在现代法治社会，如果道德
准则和自由市场调控失灵，法律
就会出场，承担调节社会关系、
保护公民利益的责任。

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宪法
权利之一，限制青少年的文身自
由是否具有正当性？众所周知，
自由并不是无边界的为所欲为，
否则社会中的每个人迟早都将
会被无边际的欲望所吞噬。千
百年来，思想家们不断拷问自由
的边界，时至今日，有两重自由
限制原则被人们所公认。第一
重也是最基本的侵害原则。正
如英国哲学家密尔所说，“当一个人的行为并
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时，就享有完
全的自由。”反过来说，行为侵害他人利益时，
自由才会受限。第二重是家长主义原则。绝
大多数不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都是个人自治
的领域，国家无权干涉。但在有些情况下，缺
乏理性控制的抉择与其说是实践自由，不如说
是践踏自由。因此，国家出于保障自由的目
的，可以像家长对待子女一样，予以限制。例
如我国法律对吸毒、赌博的禁止。

文身并不是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即便
不少人觉得文身会冒犯他人的感受，让人感到
恐惧、厌烦，但这只是一种刻板印象，对于形貌
的刻板印象经常会随着时代改变。法律应弘
扬良善的价值观，不能将不稳定的社会偏见作
为基本立场。

法律限制青少年文身的唯一理由是家长
主义。具体来说，由于文身是对形貌的不可逆
改变，且这种形貌改变可能极大影响人生选
择，而青少年还无法理性决定一生中以何种形
貌示人，更不用说做好承受相应后果的准备，
因此法律可以出于家长主义原则，限制这种非
理性的选择。

事实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早就对青少年
文身进行了限制性立法。在具体方案上，主要
的区别在于限制手段不同，一种是一般限制方
案，即要求未成年人文身必须有家长的同意才
能进行；另一种是严格限制方案，即直接规定
青少年文身违法。

结合我国国情，从社会效果和可操作性的
角度来看，严格限制方案比一般限制方案更
好。从现实层面上看，一般限制方案的家长同
意机制在我国没有存在的环境。因为我国青
少年文身绝大多数都是背着家长进行的，很少
有中国家长会同意和鼓励子女文身。从操作
层面上看，家长同意难以监管。口头同意自不
必说，即便要求家长必须出具书面同意，同意
书也容易伪造且难以核实，反而会成为文身店
逃避责任的借口。严格限制方案操作起来则
较为便捷，可以要求文身店像网吧、旅店一样核
验身份证才能提供服务，身份证具有难以伪造
的优点，可以确保相应法规施行的有效性。

青少年文身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关注，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就提出，要

“加强和创新未成年人成长社会环境治理……
推进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笔者相信，未
来随着我国法治的进一步完善，对未成年人文
身的法律限制将很快出台落地。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
施近30年来，迎来第二次“大修”。2021年
12月20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多位专家
充分肯定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认为
草案适应新时代广大妇女对权益保障新要
求新变化，从结构调整到内容增设，修改幅
度较大，进步明显。同时，有些方面还有待
于进一步修订与完善。

草案总体上有四大进步

草案修改48条、保留12条、删除一条，
新增24条，修改后共计9章86条。在中国
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厦门
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看来，草案总体上有
四大进步，修改特色鲜明，值得肯定和赞
许。其一，明确定义了性别歧视。其二，
加大了对妇女人格权保护力度，抓准并回
应了近年来社会关注的防治性侵、性骚
扰、家庭暴力等妇女维权热点问题。其
三，针对妇女财产权保护中的难点问题，
采取了相应化解措施。其四，草案的立法
技术进步明显，改变了过去“宜粗不宜细”
的风格。

草案第二条规定，“禁止基于性别排
斥、限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种权益。”
蒋月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该条规
定借鉴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第一条“对妇女的歧视”的定义。

“性别歧视是坚持男女平等道路上的最大
障碍。界定‘性别歧视’的内涵和外延将有
助于清除认识上的壁垒或者模糊，统一对
这一问题的认识。”

在蒋月看来，草案既在结构上增设了
“人格权益”专章，彰显妇女人格权保护的
重要性，更有诸多条款内容针对妇女人格
权保护中的热点作出规定。例如，第50条
规定了性骚扰的定义并列举了常见的性骚
扰情形；第52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采
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建立
单位反性骚扰机制，既有利于用人单位加
强内部管理，又为人民法院审理相关争议
提供了明确的认定标准；第53条第二款禁
止利用优势地位侵害女性等，精准点明了
性骚扰的典型情形之一；第56条禁止以恋
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结束同居、离婚后，纠
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个人隐私，弥
补了反家庭暴力法在适用对象范围上的不
足。

关于财产权保护方面，草案增加了多
条规定。例如，第42条明确，村民自治章
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
的决定不得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中的各项权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村
民自治，及时纠正村民自治决定中侵害妇
女合法权益的内容。第68条规定，妇女对
夫妻共同财产享有平等权利，不受双方收
入状况等情形的影响；夫妻对共同所有的

不动产以及可以联名登记的动产，有权要
求在权属证书上联合记名等。

蒋月认为，草案注重规定的细化、可操
作性，实体赋权的同时，注意程序规则设
计，有助于执法特别是司法适用。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部主任
高蕾担任全国人大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工
作领导小组专家顾问。她在办理多起婚姻
家事案件时发现，由于不动产登记和实际
财产归属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一些夫妻共
有财产未经女方同意被变卖抵押。“草案的
规定有望解决夫妻对共有财产联名登记的
实践难点。”

在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刘小
楠看来，草案有很多进步之处，法律规定更
加明晰、具体，有利于法律的落实和执行。
如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
围，增加联合就业约谈机制，各级妇儿工委
可以发出督促处理意见书、加强全国统一
的妇女维权服务热线建设、建立妇女权益
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等。

被性侵妇女有权单方送养子女
体现对妇女特殊保护

草案增加了保护被性侵妇女权益等新
内容，明确妇女遭受性侵害因故不适合终
止妊娠而生育子女的，可以不担任监护人，
有权单方决定送养子女；无人收养的，由民
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该条规定赋予被性侵害妇女两项特
殊权利，即生育子女后可以不抚养子女，可
以单方送养子女，意义特别重大，是现代法
治文明的体现。”全国人大妇女权益保障法
修改工作领导小组专家顾问、北京青少年
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告诉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佟丽华说，被性侵妇女怀孕后堕胎甚
至生育孩子后可以不抚养的特殊权利，是
各国妇女广泛争取的一项权利。从平等保
护妇女和胎儿权益的角度，我国法律法规
明确，孕妇在胎儿小月份时可以流产，大月
份则不能引产，因此，有些被性侵怀孕妇女

面临是否流产引产的困境。“一些孕妇在胎
儿大月份后去黑诊所非法引产，不仅侵害
了胎儿的权益，也严重损害了妇女的身心
健康。”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父母生育子女
后，就应当抚养。”佟丽华说，“妇女遭受强
奸、强迫卖淫等性侵害后，因为不懂、不知
或者其他因素，导致胎儿月份已大，不再适
合做引产。生育子女后，因为是被迫生育，
有些妇女会对子女充满仇恨，让其抚养该
子女，是对其持续的侮辱和侵害。”

佟丽华告诉记者，被性侵妇女因为不
想养孩子，又不知道怎么办，出现溺婴、掐
死等恶性案件。他所在的北京青少年法律
援助与研究中心就曾处理过类似案件，一
个16岁的女孩被性侵，生育孩子后把孩子
掐死扔到垃圾桶，受到法律追究。“不论是
对儿童还是对被害妇女，都是悲剧。”

“目前新增的规定赋予被性侵妇女生
育孩子后可以不抚养孩子的权利，是对被
性侵妇女的特殊保障。尽管涉及的人数不
多，但从国内外发展来看，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佟丽华说。

按照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定，
送养儿童必须是父母双方送养，草案新增
规定为被性侵妇女提供了一条出路，“如果
不想养孩子，可以不养，尊重其意愿，可以
单方决定送养。无人收养的，由民政部门
担任监护人，避免悲剧发生。”

建议禁止整个职业环节的就业
性别歧视

“时隔16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大
修，将有助于针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加强
与现行法律的对接，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
全面发展。”刘小楠近日参加了多场关于妇
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研讨会，与会者对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给予厚望。她也发
现，公众对妇女权益保障法有一种误解，认
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女性保护太多。

“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刘小楠告诉记
者，我国采取的是单性别立法模式，其中很

多权利是其他法律已有的规定，男女同等
享有，只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再次重申，
从女性的角度加以强调，并非女性享有的
特殊权利。

关于第二条对“性别歧视”的定义，刘
小楠认为，可以参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的规定，增加“区别”二字，就可
以涵盖同工不同酬等因性别而差别对待的
问题。第三款“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
特殊权益”，建议修改为“国家依法保护妇
女与生育相关的特殊权益”。

刘小楠说，草案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
主要情形，完善消除就业歧视的机制，明确
相应法律救济渠道和法律责任，有助于用
人单位更加明晰地执行法律。“建议草案对
就业性别歧视做出明晰的界定，禁止整个
职业环节的就业性别歧视，从入口到出
口。如果仅仅是因为性别，在调岗、解聘、
辞退时对女性进行差别对待，也应属于就
业性别歧视，但是草案中尚未加以禁止。”

为了更好地破解生育和就业之间的矛
盾，刘小楠认为，可以考虑女性生育的特殊
需求，规定有利于保障女性职业发展的差
别措施。同时，应规定国家在保障劳动者
平衡劳动和家庭方面应承担的责任。蒋月
建议增加规定，在考核评价、岗位聘用等环
节，对孕哺期女性劳动者适当放宽期限要
求、延长评聘考核期限；鼓励、支持用人单
位建设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为女性生育
后回归岗位或再就业提供培训等支持。

草案规定了企业性别平等报告制度，
刘小楠非常认可这一规定，希望能增加相
应的法律责任。“对于企业在性别平等方面
应奖惩分明，做得好的，规定相应的认证制
度，在政府采购方面优先，能够税费减免。
做得差的，应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

在刘小楠看来，建议明确“性骚扰”定
义，进一步界定性骚扰是具有性本质、体现
性意味的行为，这样关于性骚扰的情形列
举就会更加精炼、明确。关于用人单位防
治性骚扰的具体措施，建议增加对受害人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调查过程中如有必要
应将当事人及时分开等。此外，用人单位
未履行防治性骚扰职责，除应承担行政责
任，还应明确其对受害者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草案增加了离婚诉讼期间共同财产查
询的规定。“夫妻共同财产知情权的行使阻
力重重，婚内转移财产情况高发且难以取
证。”在高蕾看来，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工作
非常繁忙，相关机构要求法官必须亲自调
查取证往往给法院增加巨大的工作量，导
致调证周期非常长。

高蕾建议增加和完善对夫妻共同财产
知情权的规定，即“夫妻一方持人民法院的
调查令查询另一方名下财产状况的，市场
监督管理、不动产登记等有关部门和商业
银行、证券公司等有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
并提供相关信息”。“2010年实施的《广州
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已有相关的规定，实
施过程中受到好评。”高蕾说。

法律限制青少年文身的唯一理由是家
长主义。具体来说，由于文身是对形貌的
不可逆改变，将极大影响人生选择，而青少
年还无法理性决定一生中以何种形貌示
人，更不用说做好承受相应后果的准备，因
此法律可以出于家长主义原则，限制这种
非理性的选择。而结合我国国情，从社会
效果和可操作性的角度来看，严格限制方
案比一般限制方案更好。

草案总体上有四大进步，值得肯定和赞许。其一，明确定义了性别
歧视。其二，加大了对妇女人格权保护力度，抓准并回应了近年来社会
关注的防治性侵、性骚扰、家庭暴力等妇女维权热点问题。其三，针对
妇女财产权保护中的难点问题，采取了相应化解措施。其四，草案的立
法技术进步明显，改变了过去“宜粗不宜细”的风格。

草案增加了保护被性侵妇女权益等新内容，明确妇女遭受性侵害
因故不适合终止妊娠而生育子女的，可以不担任监护人，有权单方决定
送养子女；无人收养的，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新增规定赋予被性侵
妇女生育孩子后可以不抚养孩子的权利，是对被性侵妇女的特殊保障，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女子乘警组亮相京沪高铁
近日，由上海铁

路公安处乘警支队5
名女民警组成的女子
乘警组亮相京沪高铁
“复兴号”，开始执行
列车值勤任务。在春
运期间，她们每人将
承担近5万公里的高
强度值乘工作，保障
旅客平安出行。

新华社记者
凡军/摄

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女子乘警组民警在车厢里检查旅客行李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女子乘警组民警在车厢里检查旅客行李。。
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女子乘警组民警准备登上“复兴号”高铁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