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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简报组         2018年11月29日 

 

11月29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组审议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草案)》。第二

组由黄云清委员召集,黎定军、赵为济、雷震宇、马石城、李曦、

黄云清、龙朝阳、梁肇洪、田际群、蒋祖烜委员先后发言。列席会议

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左菲也发了言。

黎定军委员说,建议:1、第七条“各级妇女联合会……干预工

作,为受害妇女提供服务和支持,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似乎已经界

定了家庭暴力对象只有妇女,应斟酌。2、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中

“禁止对未成年人……伤害未成年人”可删除;“妇女的名誉权……

不受侵犯”,不仅仅是妇女应该受保护,用词要进一步斟酌。

赵为济委员说,1、第五条,“制定反家庭暴力工作计划”,工作

计划要如何制订? 2、第六条“预防教育”工作,妇联应该要做,也常

常在做,把妇联单独拎出来不合适,建议把妇联纳进来。3、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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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本办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既然是家庭成员之

间,就不只是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和重病患者,也包括

男同志。事实上,夫妻之间,妇女谩骂、恐吓甚至殴打男人的事情

也经常发生。因此,相关条款要考虑这种情况。

雷震宇委员说,表示赞同。建议:1、第十条“县级以上……技

能培训”与第五条“为反家庭暴力有关人员提供业务培训”内容有

重复。2、第十一条“婚姻家庭调解机构……做好……疏导和解工

作”之后的“综合运用法律法规和有关专业知识,充分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建议取消。法律应该是“应该做”,并不是“可以做”。3、第

十二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改为“未成年人的监

护人”。4、第十三条中“妇女的名誉权……法律保护”,可删除。5、

第十六条“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社区……”中的“居委会”和“社区”

是否重复,建议进一步斟酌。

马石城委员说,出台《办法》很有必要。整个条文中并没有特

别偏向于对妇女的保护。本办法所称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员中有殴

打、捆绑、残害,在解读里面把精神侵害第一次列入到法律。整个

条文当中并没有特别针对妇女,在湖南省的实施办法中,对妇女的

家庭暴力进行特别的提出。魏旋君委员在审议解读里也讲到妇女

儿童受侵害是大概率事件,是否有数据来支持湖南在这方面与全

国相比是否更严重? 如果不是这样,就需要进一步斟酌,需要有数

据支撑。如果上位法已经有偏向于妇女儿童,但是并没有大篇幅

的偏向,湖南要做出更多偏向性、限定性的条文,是否有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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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曦委员说,建议:1、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

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第二款中改

为“指导和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反家庭……”。第四款改为“协同有

关部门、司法机关为反家庭暴力和有关人员提供业务方面培训”。

2、第六条改为“司法行政机关、人力资源……”。3、第七条,上位法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章第六条第二款当中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家庭

暴力的预防工作;开篇第一句话,建议与上位法一致,改为“工会、

共产青年联合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相关机构应当开展家庭暴力的

干预工作”。4、第十一条第二段,逻辑顺序应调整,改为“婚姻家庭

调解机构和人民调解组织应当依法调解家庭纠纷,充分听取当事

人的陈述,综合运用法律法规有关专业知识,及时疏导化解家庭矛

盾纠纷”。5、第十四条“居民委员会……受害人所在单位”中加“加

害人所在单位”。6、第十五条,删除“必要时”。7、第十六条,改为

“村民委员会、社区及其工作人员”;最后一句改为“公安机关……

并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8、第十八条第三款中所表述的都

是家庭非常弱势的群体,如果仅仅是告诫书,力度是不够的。建议

有关部门审慎研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9、第十九条“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所在单位”改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加害人所在单位”。10、第二十四条,“面临家庭暴力危险的”,改为

“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可以代为申请的主体,可以向人民法

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11、第二十五条,改为“申请人或被申请

人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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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云清委员说,1、第三条中建议加“冷暴力”,冷暴力比较普

遍,并且伤害比打人伤害更大,特别是对待老人,需要妇联等部门

做疏导工作。现在家长打小孩的情况比较多,是否可以进一步细

化。2、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部门,妇联等机构相对来说是权威性

不够充分,人手不够,现在《办法》中有很多职责,有查访、监督、调

解、宣传等工作,是否有统计数据作为支撑,家暴发生率有多少,妇

联是否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从事这项工作? 3、在《未成年人

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当中已经有的条款,在《反家庭暴力法》就不需

要再列出来。4、《反家庭暴力法》不要刻意强化性别,建议改为“家

庭成员之间”

龙朝阳委员说,反家庭暴力法规范非常全面,预防、处置等相

关制度设计都比较好,要通过制定具体细化的办法来促进法律贯

彻实施。实施性的法规如何制定,需要很好研究。在体例、内容等

方面要真正突出实施性,上位法有明确规范的不重复、不搬抄。要

简洁明了,有干货,务实管用,要按照不抵触、有特色、严操作总原

则,结合本省实际,在具体细化、便于实施、突出湖南特色上下功

夫。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办法重点要解决三个问题:1、各部门在反

家暴工作中的职责分工应该更加明晰和细化。2、反家庭暴力法规

定一些重要的制度安排,比如说强制报告制度、告诫制度、临时安

置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制度,这些制度在法律当中是原则性的

规定,实施办法中应重点将制度细化、具体化,便于操作。如第十

六条重复了上位法第十四条内容。3、加大宣传、培训的力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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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工作的认识和执法意识,提高全社会反家暴意识。这三个

方面实施办法虽有涉及,但重点不够突出,没有突出湖南特色。建

议:1、第一条改为“为了推进反家暴法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有效贯

彻实施,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2、第二条、第三条建议删

除。

梁肇洪委员说,1、本条例的立法目的是解决事前预防、事中处

理、事后救济,法条表述时需要把这三个逻辑关系进一步明确。2、

明确政府的定位,政府应该做哪些工作? 自古以来,“清官难断家

务事”,政府到底应该介入到何种程度值得研究。比如说第五条

“制定工作计划”应该如何理解? 3、要进一步处理好与相关法律的

关系,有些事项属于全国人大立法的事项,地方性法规不应作规

范。

田际群委员说,家庭暴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家庭暴力发生

后,很有可能后续多次、屡次发生家庭暴力,关于多次实施家庭暴

力之后如何去处置? 《办法》通篇只在第十九条有提及,建议进一

步细化。

蒋祖烜委员说,国家层面出台反家庭暴力法是针对近些年发

生的极端家庭暴力事件而引起的,引起了社会的同情,受到法律的

关注。但是更多日常生活中,中国传统的家庭的关系是靠家庭伦

理、邻里道德约束、宣传教育规范,家庭矛盾更多靠需自我调整,家

庭暴力靠法律来约束,什么样的家庭暴力是违法的程度? 关键是

把握好界限和度,出台法律目的是为了更好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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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家庭的建设要正面倡导,建议增加“有家庭暴力行为的不能参

加全省文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评审”的内容。今年全省开展移风

易俗倡导文明家风,虽然没有立法,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陋习。

家庭暴力有特殊性,但是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对一般家庭纠纷,

建议用社会伦理进行约束。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左菲代表说,第十九条“加害人……处罚”,

到达法律层次是可以由刑事处罚,并不是打的轻就是告诫,打的重

了进医院了就依法处罚,第一次就应受到法律制裁才能更好制止

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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