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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筑牢家暴“隔离墙”

焦点关注关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办理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进一步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预防功能，
清除该类案件程序中的各种障碍。该司法解
释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这是2016年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首个相关司法解
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家暴“隔离墙”
适用标准

近年来，家庭暴力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
热点问题。反家庭暴力法表明了国家禁止任
何形式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其中，人身安
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创设的重要制度，
目的在于制止家庭暴力，给受害人提供一道

“隔离墙”。
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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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郑
学林介绍，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全国法院共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0917份，
有效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或者再次
发生。但是，近年来，人身安全保护令在作出
和执行等环节还存在一定障碍。

据郑学林介绍，2021年，最高法就人身
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问题开展专题调研。通
过调研了解，制约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有效
发挥的瓶颈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机制
方面，二是法律适用方面。

在完善制度机制方面，2022年3月，最
高法会同全国妇联、公安部等六部委共同发
布了《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
施的意见》；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明晰裁判
规则，此次最高法制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司
法解释，以解决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的法
律适用难点问题。

该司法解释共13条，以发挥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预防功能为出发点，进一步清除该类
案件在受理和作出程序中的各种障碍，突出
对家庭暴力受害人权益保护的时效性，明确
规则。

该司法解释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不
依附于离婚等民事诉讼程序；明确冻饿以及
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均属于

家庭暴力，扩大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适
当扩大代为申请的情形及代为申请的主体范
围，对代为申请的情形进行了适当扩充，明确

“年老、残疾、重病”等情况，可以在尊重当事
人意愿的前提下，由相关部门代为申请；明确
证据形式及证据标准，列举10种证据形式，比
较常见的如双方当事人陈述，被申请人曾出
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双方之间的电话录
音、短信，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妇联组织等
收到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等；明确签发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是“较大可能性”，而
不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从而减轻了当事
人的举证负担；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
为加大惩治力度，将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行
为本身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范围。

司法解释的突破性亮点回应实践
需求

最高法出台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的
消息，获得业内学者的高度关注。

一位长期关注家庭暴力研究特别是人身
安全保护令制度的学者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该司法解释有一些突破性的亮点，

“比如列举家庭暴力的形式，扩大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范围；将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
标准确定为‘较大可能性’；证据形式基本涵
盖了生活中家暴的可能证据形式等。”

该司法解释根据家庭暴力的私密性特
点，在证据形式上，将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
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纳入家庭暴力证
据范畴。该学者特别赞同该规定。她告诉
记者，“以往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的证言常
受到质疑。但是家暴案件中，未成年子女往
往是唯一的证人，打了谁，用什么打的，未成
年子女是能够说清楚的。”

在湖南省律协婚家委主任、湖南云天律
师事务所副主任万薇看来，10种证据形式
非常具有可操作性。2021年，全国妇联权

益部组织编写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
指引》，万薇曾参与该指引的编写。看到“双
方当事人陈述”位居10种证据形式之首，她
非常振奋，“涉及家暴问题，当事人陈述是最
好的证据。”万薇向记者解释，实践中家暴受
害人的陈述通常会被否定，理由是受害人会
为自己谋利益而使得陈述的客观性被削
弱。但是，涉及家暴问题时，“受害人的陈述
非常重要，通常会非常详细，要充分倾听和
整理家暴受害人的陈述。司法解释将其作
为第一种证据形式，表明了对当事人陈述的
重视态度。”

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申请人或者被申
请人所在单位、妇联组织等收到投诉、反映
或者求助的记录，也是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证据形式之一。在万薇看来，这
一规定特别重要。实践中，有的受害者遭遇
家暴没有报警，没有就医，会到妇联、社区反
映情况，寻求帮助。“反映、投诉的记录可以
保留，作为申请保护令的证据，也为一时没
有想好该怎么办的家暴受害者保留证据提
供了思路。”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王
丹在《法律适用》2022年第7期发表文章指
出，反家庭暴力法虽然规定了违反人身安全
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对
构成何种罪名并未明确，目前刑法亦未将违
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单独罪名予以规定，
反家庭暴力法中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要承
担的刑事责任能否认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存在不同观点。截至目前，实践中没有
因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而承担刑事责任的案
例。

针对上述情形，司法解释将违反人身安
全保护令行为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
用范围。“违反保护令的后果除了罚款、拘留，
司法解释明确具体的刑事处罚罪名，厘清了
实践中的不同认识，进一步加强了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威慑力。”万薇表示。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仍有完善的
空间

在反家暴法实施的第7个年头，最高法
出台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业内人士在
欣喜之余，还表达了更大的希望。

“司法解释有很多进步，但是，还不能完
全满足案件的实际需要，有待进一步完善和
提高。”万薇告诉记者，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是否需要开庭，司法解释并未有针对性的回
应。保护令的签发属于特殊程序，实践中有
的采取听证的方法，就是否存在家暴开展质
询，有的地方是背靠背了解相关情况，有的根
据提交的证据作出裁定。

在万薇看来，“如果法院驳回当事人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请求，应该慎重，通过听证
程序，询问双方，特别是交叉询问，更加主动
发挥职能，探寻家暴是否发生或者是否有发
生的可能性，不能单纯依靠提交的证据。”

该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
通过在线诉讼平台、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
具、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询问被申请人。被
申请人未发表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前述不愿具名的学者看来，人身安全
保护令既涉及实体，也涉及程序。“司法解释
第7条规定的‘询问被申请人’属于非正式程
序，对被申请人的程序保障应当进一步完
善。根据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紧急程度不
同，完善相应的签发程序，在避免家庭暴力发
生与保障被申请人知情权、申辩权等之间寻
找平衡。”

在万薇看来，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贯
彻落实，除了解决法律层面问题，更重要的是
提高法官反家暴意识和性别意识，“法院应当
对法官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相关培训。”关于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也有待进一步细化，
可以吸纳地方实践经验，如湖南等地公安机
关将双方叫到派出所明确公安机关协助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增强威慑力。

此外，“司法解释关于家暴形式的列举虽
然已经有所进步，但是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
间，如实践中一些是通过网络散发对方隐私
加以威胁，这种形式也应当纳入家暴的范
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可以逐步吸纳实
践经验，增加施暴者接受心理矫治的相关表
述，在反家暴工作中逐步考虑对施暴者加以
干预。”万薇认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王江平

“张检察官，我校有个
女生可能被父母殴打了，
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你们要向辖区公安
机关报告，由公安机关调查
是否构成刑事犯罪。建议
老师及时家访，并跟社区联
系共同给家长做工作。”

……
今年3月底，张明珠

被聘为新疆乌鲁木齐市第
109中学法治副校长。7
月12日，该校领导打来咨
询电话，张明珠详细解答，
为校方作出指引。

张明珠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未
成年人检察组工作近两
年，目前是未成年人检察
组负责人。

两年来，张明珠依法
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教
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
人、对未成年被害人实施
救助、宣传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样样工作都做得出
色。

“做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很不易，最需要的是用
心。”张明珠说。

2021 年 10 月中旬，
张明珠与同事在辖区校园
周边走访时注意到，部分
中学生骑共享电动车上下
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
定，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
人禁止骑电动车上路。

张明珠和同事走访十
余所中小学了解情况、与
家长谈话、做问卷调查。
做足案头工作后，新市区
检察院向辖区教育部门发出《加强学生交通
安全知识教育》的检察建议。教育部门十分
重视，不到一个月，未成年人骑电动车上路行
为得到遏制。

自己的努力转化为对孩子们切实的保
护，张明珠内心成就感满满。

近两年来，张明珠共向有关部门发出涉
及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建议5份，有效保障了
未成年人权益。

“青少年犯错后不能仅从法律角度处理
问题，还要做好心理疏导。”张明珠说。

2021 年，张明珠办理了一起案件，涉
案的3个未成年人都刚满16周岁。看着3
名花季少年，张明珠十分惋惜。她立即开
展案件审查工作，对3人的犯罪原因、主观
恶性及其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等全面走访
调查。

3个孩子的家庭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
一年前，3人先后辍学，后经一男子介绍参与
网络诈骗“洗钱”。

3人被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院后，张明
珠与他们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

“姐姐，我不知道以后能做什么，我父母
靠打零工供养我们，我只想帮他们减轻点负
担。”

“你知道你们的行为是犯罪吗？”
“不清楚，是不是把钱赔了就没事了？”
……
至今，张明珠都清晰记得她与犯罪嫌疑

人小云（化名）的这段对话，从对话中她能感
受到小云其实很懂事，但在法律方面太无知。

本着教育挽救的原则，张明珠耐心做孩
子们父母的工作，与父母共同教育引导孩子
们重新认识自我，又找心理咨询师给孩子们
做心理疏导，安排他们参加公益活动，听法治
课和道德大讲堂……

经过这些努力，3个孩子都深刻反思、积
极悔罪，写下了悔过书。小云对张明珠说：

“我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我还是想回学校上
学，学个一技之长，以后凭本事赚钱，改善家
庭条件。”

鉴于3人刚满16周岁，认罪悔罪态度较
好，2021年11月，新市区检察院对3人分别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事后 3人先后回归校园，就读职业院
校。目前，3人尚在考察帮教期，张明珠每月
都会走访学校了解孩子们的近况，与学校、家
长合力为3个孩子引路。3人目前表现良好，
学习认真，生活积极。

普法工作做在前。在张明珠的组织下，
近两年来新市区检察院在辖区连续开展普法
宣讲活动，受教育师生及家长累计10万余人
次。

在今年开展的“护蕾”行动中，张明珠主
动担当，开设“云”课堂、制作普法动画……大
力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普法宣传。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被誉为“特殊的希望
工程”，张明珠说：“这项工作做起来很难，但
我会坚持下去。”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 乐丁

近日，重庆市检察院发布《重庆检察公益
诉讼五周年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5
年全市共立案9867件，保护和追回国有财产
及其他权益价值9.6亿元。

《白皮书》提到，过去5年，全市共立案
9867件，开展诉前程序8335件，提起公益诉
讼492件，支持行政机关、有关社会组织提起
诉讼57件，充分发挥了检察公益诉讼守护公
共利益的职能作用。实现检察公益诉讼“4+
5+N”领域全面推进，其中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领域办案6714件，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办案

1614件，国有财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领域办案863件，新领域办案676件，分别
占比68.04%、16.36%、8.75%、6.85%。

《白皮书》显示，5年来，全市提起公益
诉讼案件和支持起诉案件获法院判决支持
率均为100%，行政机关诉前整改率逐年提
升，由 2018 年的 97.2%上升至 2021 年的
99.8%，3项案件质量指标居全国前列。通
过办案推动建立完善行政监管制度机制
100余项，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并获回
复采纳93件。

《白皮书》称，5年来，全市检察机关通过
办案，督促保护耕地3837亩、林地1809亩，
治理被污染水域4.6万亩、被污染土壤4244

亩，清理河道529公里，清理固废39万吨，追
偿生态环境修复治理费用1.1亿元；督促查
处制造、销售假冒、伪劣的食品药品147吨，
保护和追回国有财产及其他权益价值9.6亿
元，保护修复文物和文化遗产188处，消除公
共安全隐患2981处。

此外，重庆检察机关加强与人大机关、政
协机关等联络沟通，推进开展公益诉讼检察
建议与代表建议、政协提案转化衔接试点，建
立监察、公安、审计支持公益诉讼机制34项，
建立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衔接协作机制200
余项。行政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线索425件，
邀请检察机关参与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
商和起诉558件，开展联合巡查、办案976次。

同时，全市检察机关以改革创新为引领，
以提升质效为导向，构建完善了一体化履职
体系、规范化办案体系、特色化保护体系、专
业化支撑体系和社会化参与体系等5个检察
公益诉讼制度体系。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梁田表示，
未来重庆检察机关将时刻牢记“公共利益代
表”职责使命，秉持“益心为公”精神，持续加
大各领域监督办案力度，始终坚定为公益而
诉。持续深化“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加强与
行政机关协调联动，做到检察监督在位不缺
位、到位不越位。围绕制度设立的初衷，切实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助力书写重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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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是“较大可能性”，而不需要达到“高
度可能性”，从而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行为加大惩治力度，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范围。

”
“

暑假期间，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办起小学生暑假公益课堂，来自山东理工
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山东德州学院等
高等院校的12名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为附近村庄的
孩子们提供课程辅导、体育健身、社会实践、科普教育
等公益服务，与孩子们快乐互动，共度暑期时光。

新华社发 梁孝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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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8日，山东理工大学大学生志愿者给孩子
们讲解防溺水知识。

▲

7月18日，山东理工大学大学生志愿者与孩子
们一起玩“听口令、抢排球”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