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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暴力问题由来已久，不仅在我国这种人口众多，经济贫富差距悬殊的

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重要的恶劣社会现象。近年

来，我国颁布过不同侧重的条文和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旨在为反家庭暴力问题

提供一定意义上的指导，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每个地区的区域文化差异较大，

法律法规的制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区域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考量也显

得十分必要。2015 年以来，人大不断对反家暴问题进行导论和具体的归类与甄

别，终在年末正式颁布了反家庭暴力法，并且于 2016 年 3月份予以实施，这也

是我国反家暴的社会进度中迈出的一大步。然而，我国目前许多经济较为落后

的地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问题，如何将新颁布的法律普及到这些落

后的地区，让受害妇女能够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也是值得考究的问题。

本文致力于从我国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现状出发，通过调研和访谈的

方式，主要调查和走访了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新溪镇地区把握了该地区家庭暴力

现状，同时具体分析了家庭暴力问题的原因。本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妇女遭受家

庭暴力的现象较为普遍，并且遭受家庭暴力的大多数妇女存在法律盲点，疏于

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渐趋的演变成了农村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

问题。因此，本文针对该社会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探究，为解决该问题，

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家庭暴力问题提供了相应的对策，主要包括完善法律的制定，

完善基层制度的建设，加强道德建设等方面。

关键词：家庭暴力；农村妇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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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estic violence is a social problem in our country for a long time.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areas existing different level of violence 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is circumstance is with with the economic level rising, people's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 continuing to improve and more and more gaps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In recent years, our government have promulgated legal

documents, ordering to providing guidance to those who suffered from domestic

violence.But there are so many countryside in our country, and there are a lo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each region, so we must analyze specific issues and put

forward to some viable option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nducted research and interviews in New Town as the

starting point, briefly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is town. Through this article,

we expect proposing our own thinking about domestic violence, and we also want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contributing efforts to decrease the domestic violence.

Key words: domestic violence; rural woman; Law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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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

家庭是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组成的最基本的一个细胞。然而，

现实往往不尽人意，妇女和儿童在家中往往更易于遭受家庭暴力，农村妇女由

于固有思想、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原因，更是容易成为遭受家庭暴力弱势

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家庭暴力是一种社会和生物因素共同作用的现象，暴力本身更趋向生物性，

因为它毕竟是一种野蛮的行为。自人类组成家庭以来，就伴随家庭暴力的发生。

在家庭暴力中，受害者多半为妇女，而老人，儿童和男性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家庭暴力不仅侵犯受害人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也给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带

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它的存在是我国构建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一大隐患。家庭

暴力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联合国于 1979 年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第一次以国际公

约的形式明确了：要保障妇女在家庭关系、工作、教育等领域享受平等地位的

权利；1996 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权委员会通过《家庭暴力示范立法框

架》，概述了家庭暴力全面立法的重要元素，进一步为家庭暴力立法提供了指导；

1999 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 11 月 25 日定为“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

截止目前，有 120 多个国家制度和颁布反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其中有 80 多个

国家对家庭暴力进行专门立法，或者以反家庭暴力法命名法规。我国直至 2014

年 11 月 25 日国务院法制办才向社会公布《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①

然而，据保守估计，中国 3 亿个家庭中约有 8000 万个家庭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家庭暴力。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 2011 年 10 月 21 日发布的《第三期中

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我国已婚妇女在整个婚姻生活中，遭受来自配偶

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比例高达 24.7%。

①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网站，2015 年 1月 31 日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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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每年造成了全国至少 10万个家庭的解体。
①
从较小的方面来说妇

女遭受家庭暴力会严重危害到其身体健康，造成家庭的不和睦，从很多情况下

来说还会对后代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妇女遭受

家庭暴力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2015 年 12 月 27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并将于 2016 年 3 月开始进行实施，然而在最新颁布的

反家庭暴力法中，并未明确指出性暴力也是家庭暴力的重要组成之一，由于东

方保守文化氛围的制约，许多遭受性暴力的家庭妇女并没有站出为自己争取保

护，此外该法目前对于受害者的庇护制度还考虑的不够完善，对于受害的家庭

妇女来说，提供一个避身的场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她们的问题，长期丧失社

会能力也使她们自救的能力愈来愈差，这也给暴力法对庇护的具体细则制定带

来了困难，在此背景下本文继续研究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遭遇家暴问题的现

状及对策分析等。

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聚合了社会学、心理学、法学

等多学科的综合性问题,因此说，反家暴研究可以被称为是一项跨专业和学科的

多角度研究课题，这在我国法治尚不健全，甚至不存在一部专门规范家庭暴力

法律的前提下，可以说是“道阻且长”的难题。中国法学会曾在 2006 年提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反家暴网络专家建议稿)》、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

用法学研究所 2008 年 3月颁行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七部委

2008 年 7 月联合下发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
②
为我国的反

家庭暴力事业的进行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指南和行动指示，但是这些意见

稿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此外，本研究基于对广东省汕头市新溪镇现实情况的调

查，对农村妇女遭遇家庭暴力问题通过访谈、走访等方式进行了分析，具有很

强的真实性。

（二）研究意义

现阶段来看，研究家庭暴力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上来说，笔者试图通过对部分家暴问题的阐释，体现出对最新颁

①
中国青年报，2015 年 3 月 23 日，《家庭暴力影响社会风气》

②
反家暴,我们走了有多远--"推动中国反家暴立法与实施研讨会暨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年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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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反家暴法》的学习和研究。2015 年 12 月 27 日全国人大颁布《反家暴法》，

旨在解决轻微受暴的受害者问题，使她们得到应有的帮助。此外，反家暴法的

基本准则中还规定了“尊重受害人真实的意愿，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成为了较

有争议的一条原则，此条原则也在自身的理论意义上和反家暴法的终极目标在

实施方法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博弈”。反家暴法旨在让更多的人明白家庭暴力

是一种公共行为，是需要公共权力介入和解读的，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家庭自身

的事情。可以说该法的颁布也会越来越促进整个反家暴链条的上行下效，同时

也加强了本文的理论研究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利用自身略微了解的法令法

规知识和稍有局限的个人理解能力,借由以新溪镇为个案的研究,同时也汲取了

一些国外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制订经验,提出了个人的一些对于防范和减少家

庭暴力的对策和理念,然而这只是一个研究生的设想。要想真正的实现限制,甚

至杜绝家庭暴力,需要一个为家庭暴力量体裁衣的完善有效的法律制度作为强

有力的依据,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进行动态完善。

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反家暴的普及是一件迫在眉睫的重要事件。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落后地区家庭中的成员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并没有一

个清晰的认识，许多家庭妇女在遭受了家庭暴力以后仍然对此一无所知，在过

去的电视节目等媒介中主持人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家庭走亲访友后发现，许多人

认为家庭暴力是一家“关上房门自己的事”，是非常正常的，别人无需参与，可

见这种恶劣的社会现象还没有在一个宏观的视角上引起广泛的重视。“平等”与

“公正”是政治文明的终极追求。一个民族的“幸福感”也来自于组成其的每

个家庭单元。从理论上来说，排除家庭暴力，使每个家庭都达成和睦的气氛，

也一致是人类政治文明所追求的。本文运用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

科领域出发，对我国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现状进行了一定的调研实践，力

争在多个角度上对保障农村妇女权益提出较为系统的可行性分析，致力于对推

进整个社会政治文明更加公正的发展贡献其价值。

此外，近年来，虽然不乏出现诸多关于关注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议题

与论点，但是社会公众关于此的关注度往往都是“惊鸿一瞥”，许多人在当时可

能为此义愤填膺，然而很少有真正的机构或者专门的人群跟踪保护与报道这些

常年遭受着折磨的农村妇女。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均衡，从我国目前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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