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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庇护机构陷“零入住”僵局
受害者权益意识待加强；庇护机构对入住者设诸多限制，个人隐私亦不能得到保障

2
012 年 2 月 27 日，
全国妇联组织召
开的反家暴立法

建议座谈会上，全国人
大法工委相关人士透
露，反家暴立法已纳入
今年全国人大立法工
作计划。

在反家暴立法千
呼万唤始欲出的同时，
旨在为家暴受害者提
供庇护的机构，正集体
遭遇尴尬。有的庇护
所成立两年只一人入
住，有的成立一年多无
人问津。中国内地现
有庇护所对入住设各
种门槛，以及受害者权
益意识的待加强，都让
庇护所遭受着“冷遇”。

□本报记者 刘一丁
湖南 河北 北京报道

长沙市家庭暴力庇护
救 助 中 心 成 立 一 年 多 了 ，
2012 年 3 月 9 日，长沙市救
助管理站办公室主任李峰
说，至今没有迎来第一个入
住者。

宁波市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庇护所成立两年，只有
一名入住者。

像长沙、宁波家庭暴力
庇护机构遇到的情况，在全
国普遍性存在。近些年，全
国各地不断有家庭暴力庇护
所挂牌成立，不过几乎都传
出遇冷的消息。

甚至，庇护所的存废引
发争议。留，浪费资源；存，
无人问津。

无人入住的尴尬

运营较好的徐州家
暴庇护中心，月均6人入
住。入住少甚至零入住
是各地共同遇到的问题

“长沙市家庭暴力庇护
救助中心”（下称长沙家暴中
心）是一个妇联和民政部门
合办的家庭暴力庇护机构，
其牌匾挂在“长沙市救助管
理站”一旁。另一旁，是“长
沙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
心”的牌子。

长沙家暴中心在救助管
理站二楼。四间专门装修过
的房间，每间房里两张单人
床，蓝白格子的被罩床单，配

有毛巾、牙刷等洗漱用品。
另有一间活动室。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办公
室主任李峰说，家暴中心的
条件比救助站其他区域要好
得多。中心没有专职人员，
不过这里工作也不繁重，因
为一年多过去了，还没有一
人入住。

长沙家暴中心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11 月 25
日是“国际反家暴日”。此时
期，北京、上海、南京、昆明、
重庆等全国各地已有 100 多
家家暴庇护机构运营，但入
住少甚至零入住的尴尬，成
为各地共同遇到的问题。

据介绍，2003 年 6 月 12
日成立的徐州市家庭暴力庇
护中心是运营比较好的庇护
所，是中国内地家暴庇护所
的样板之一。该中心拥有
48 个床位，平均每月只 6 人
入住。

这是在内地入住人数较
多的庇护机构。这与香港

“和谐之家”受暴妇女庇护中
心形成巨大反差，该中心 70
个床位，入住率94.3%。

与庇护所遇冷形成对比
的，是约 30%中国家庭存在
暴力的现实。全国妇联的一
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家庭
中，约 8100 万个家庭存在不
同程度的家庭暴力，施暴者
九成为男性，每年有 10 万个
家庭因家庭暴力解体。

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
岩 2011 年 10 月 21 日介绍第

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有关情况时提到，24.7%
的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曾遭
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

而在国际上，庇护所是
家庭暴力及其他形式性别暴
力受害者不可或缺的救助途
径，并被纳入国际反对性别
暴力框架中。

床位未达最低标准

若按相关国际组织
的建议，中国大约需要
13 万张庇护床位，目前
国内约有一百多家庇护
所，多者几十个床位

据报道，国外庇护机构总
结的一个规律是，妇女寻求帮
助的时候，离开家时及此后的

18个月都是妇女最为危险的
时间段。大部分妇女被杀事
件往往发生在这时候。

据美国援助妇女的机构
统计，一个家庭暴力受害妇
女，一般要离家出走或躲避
7 次，才能最后下决心离开
施暴者。

据媒体报道，统计显示
许多伤害案发生在施暴后24
小时内。有的情况下，妻子
无处藏身，被丈夫毒打致死
或致残；还有一种情况是，妻
子抱着一了百了的心态，激
情状态下“以暴治暴”，杀死
丈夫。

河北省妇联研究室主任
吴美荣认为，如果家庭暴力
受害者能及时找到一个安全
的庇护所，能够获得专业的
帮助，有些暴力案件可能就
不会发生。

2009 年 10 月 19 日，26
岁的北京女子董珊珊被丈
夫殴打致死。在遭受家庭
暴力的 4 个多月时间里，董
珊珊曾 8 次报警，也曾向法
院申请离婚。经常被打的
董珊珊无处藏匿，独自在外
租房，仍会被丈夫找到带走
暴打。

2002 年 4 月 29 日，河北
省新乐市的安瑞花用菜刀砍
了丈夫 27 刀，致其死亡。安
瑞花的右眼只剩光感，是十
几年前丈夫酒醉后用酒瓶砸
瞎的。丈夫酒后经常殴打
她，甚至连她的母亲也不放
过。忍受二十多年之后，在丈
夫酒醉扬言要杀死全家的一
个夜晚，安瑞花拿起了刀，砍
向了丈夫。

类似董珊珊、安瑞花这
样的案件，并不罕见。

吴美荣曾对因家庭暴力
而犯罪的妇女做过调查，她
说这些被打妇女犯罪前，找
过娘家、村委会、派出所、妇
联……到最后无处躲藏。而
家庭暴力很多时候被认为是

“两口子吵架”的家务事，无
人过问。

吴美荣说，家庭暴力是
复 杂 的 社 会 问 题 ，涉 及 文
化、法律等多方面，但针对
每个具体的受害人来说，当
生命受到威胁，她们未必有
保护自己的意识，施暴者也
可能没有停止暴力行动的意
识，尽快将其跟施虐者分开
是保护受害者最好的办法。

2004年，“欧洲妇女反暴
力”网络根据欧洲委员会专
家组的建议，规定庇护所要
为每 7500 个居民提供一个
床 位 ，最 低 标 准 是 至 少 每
10000 个居民有一个床位。
2005年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
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
室“打击和消除对妇女的暴
力行为的最佳做法”专家组
会议报告，肯定此建议是庇
护和家庭暴力服务指导方针
上的“最佳做法”。

中国目前有一百多家庇
护机构，多的几十个床位，少
的个位数，而以“最佳做法”
的最低标准，中国家暴庇护
机构需要床位约13万张。

对入住要求苛刻

有的要求先进行伤
情鉴定，有的要求“无家
可归”，有的要求提供报
警证明并向妇联申请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办公
室主任李峰认为，“家丑不可
外扬”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家
庭暴力受害人不愿入住庇护
所的主要原因。

河北省妇联研究室主
任吴美荣介绍，一些受家暴
的妇女总希望在家庭内部
解决问题，怕向外人求助以
后成为笑柄，对婚姻的挽回
不利。

（下转A21版）

长沙市家庭暴力庇护救助中心，设在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内。 本报记者 刘一丁 摄

一年多过去，长沙市家庭暴力庇护救助中心尚无一人入住。
本报记者 刘一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