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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妻子不忍了！离婚案 70%原告是女性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离 婚 纠 纷 司 法 大 数 据 专 题 报
告。报告显示 ,2016 年至 2017
年 , 全国离婚纠纷年度一审审
结案件量基本持平 ,2017 年为
140 余万件。据统计，案件中
73.4% 的 原 告 为 女 性 ,14.86%
的夫妻因家庭暴力向法院申请
解除婚姻关系。为何原告中女
性占 73.4% ？这背后有着怎样
的社会原因？今日女报 / 风网记
者专访婚姻家庭领域律师、专
家，试图分析数据背后的故事。

故事>>

闪婚后遭受家暴，她两次起诉离婚
对于接触家庭离婚纠纷案比较多的湖

南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委

员、律师万薇来说，有两个离婚案件让她

记忆深刻。

一个是闪婚后的离婚案件。

2013 年 10 月，罗桂香（化名）与丈夫刘

威（化名）因工作结识，不到半年便登记结婚。

刚结婚时两个人感情还挺好，后来才发

现刘威控制欲非常强，还有暴力倾向。刘威

经常使用侮辱性语言辱骂罗桂香和她的母

亲。即使是在她怀孕、哺乳期间，丈夫也

常常因自己心情不好，对她实施暴力。

刘威没有正式工作，家中的负担都落在

了罗桂香一人身上。罗桂香既要工作又要带孩

子，日夜操劳，而刘威的无端暴力愈演愈烈。

2017 年 3 月 22 日晚，刘威因猜忌再次殴打罗

桂香。罗桂香报警后，刘威被带到长沙市公

安局雨花分局洞井派出所，依然不见有悔

改之意，持续对罗桂香及其母亲进行恐吓、

辱骂，甚至威胁罗桂香如果回家就会打死

她。罗桂香终于忍无可忍，向法院起诉离婚。

丈夫和女同学玩暧昧，她心灰意冷
另一个离婚案件中，涉及的是一个本应

令人羡慕的三口之家。

李珍珍（化名）和丈夫汤杰（化名）相

恋三年，2002 年登记结婚，如今有一个十

多岁的儿子。2014 年时，李珍珍在丈夫汤

杰的移动硬盘上发现了大量不同女子的裸

照和视频。

“我看到的时候都不敢相信，是从我们

结婚那会开始的，一直到现在。”李珍珍说，

她已经对婚姻心灰意冷，但是考虑到孩子

年龄还小，无奈下选择了原谅。

李珍珍原以为丈夫会有所转变，但事实

并非如此。2016 年 5 月，李珍珍接到丈夫

同学的电话，称汤杰与他的妻子关系暧昧。

汤杰常以出差为由，前往深圳与其初中同学

赵燕（化名）见面。在丈夫的手机里，李珍

珍也发现了他们的暧昧短信。

李珍珍这次没有再选择原谅，于 2017 年

11 月起诉离婚。

大数据>>

73.4% 的离婚案原告为女性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
喜 通讯员 周科际 王轩）4 月 24 日，

由中国工程院和美国女工程师学会

共同主办的 2018 第一届中美未来

工程与全球女性领导力研讨会在中

南大学举行。中美两国女院士、知

名女工程师、女企业家、专家学者

等 70 余人围绕“工程创造更美好

的未来”“全球化实业与学术”两

个议题展开了研讨。湖南商学院校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晓红，美国

女工程师协会全球执行董事兼首

席执行官凯伦·霍婷，湖南省教育

厅副厅长葛建中，湖南省科技厅副

厅长朱皖等出席。

葛建中表示，由于工程领域的

特殊性以及女性在家庭和社会方

面面临比男性更多的挑战，中国女

性在工程领域发展人数相对较少。

他提到，根据 2013 年的数据，我

国两院院士中，女性占比约 5%；

长江学者中，女性占比约 3.9%；中

国青年科 技获奖者中，女性占比

约 8.4%。在湖南普通高校 70.1 万

本 科 生中， 女 性有 38.5 万人， 占

比 54.96%；但 23.3 万工科学生中，

女性只有 5.9 万人，占比 25.66%。

他同时表示，长期以来，湖南省坚

持把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推进女

性发展结合起来，通过政策支持

和权利保障等不断激发广大女性

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 

据悉，成 立于 1950 年的美国

女工程师学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

教育和服务组织，该学会致力于推

动女性将工程师作为理想的职业追

求。此次研讨会旨在通过双方共同

的努力，激励女性在工程师和领导

者的职业生涯中充分发挥潜力，促

进更多更优秀的女性参与工程科学

的跨文化交流，探索未来工程发展

趋势，研讨高校人才教育培养战略。 

资讯>>

聚焦未来工程，中美“大咖”探索提升女性领导力

文：今日女报 / 风网记者 吴迪 实习记者 莫雪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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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1月1日至 2017年12 月31

日，全国离婚纠纷年度一审审结案件量

基本持平。2017年较之 2016 年略有上

升，为140 余万件。

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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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婚姻观念和期待与过去不

太一样了，整个社会对离婚的容忍度比

过去升高了。过去社会对女性的期待，

更多的是在稳定婚姻家庭。现在女性

对婚姻的依赖变弱，现代社会，在婚

姻之外，女性有很多其他可替代的选

择。比如朋友、亲人以及职场，这些

都增加了女性的独立性。

现代许多人把离婚率升高视为社

会问题，其 实 很多国家在 社会发 展

过程中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离婚案中

70% 是女性主动提出这一数据和国外

已有的数据非常一致。上个世纪七八

十年代是西方国家的离婚高峰期，以

女性主动提出离婚为主。

总体来说，女性的平权意识要比

男性高，但长期以来在婚姻家庭当中，

女性相对来说是弱势的。在已有的文

化制度下，女性为家庭付出的更多，

在投入更多的同时，她有更多的期待，

如果得不到回报和理解，就会表达出

自己的不满。如果表达不满时，对方

仍然不能够倾听或协商，她还有一个

选择就是离开。

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国司法大数据研

究院近日公布的有关离婚纠纷专题报

告显示，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国离婚纠纷年度一审审结

案件量基本持平。在过去两年的全国

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73.4% 的案

件原告的性别为女性，年龄相差 0 至

3 岁的夫妻最多。数据还显示，77.51%

的夫妻因感情不和向法院申请解除婚

姻关系，14.86% 的夫妻因家庭暴力向

法院申请解除婚姻关系。在全国离婚

纠纷涉及家暴的一审审结案件中，有

91.43% 的案件是男性对女性实施家暴，

家暴方式主要以殴打、打骂和辱骂为主。

而在审结案件中，广东、贵州和广西涉

及家暴的案件量排名靠前。

以前 , 离婚有“七年之痒”的说法 ,

指婚姻在七年后会进入一段危险时期。

然而 , 司法大数据显示 , 如今 , 婚后两

年至七年为婚姻破裂高发期 , 双方年

龄相差 0 岁至 3 岁的夫妻最多。

该大数据还显示：夫妻双方只有

一方想离婚，另外一方不同意离婚的

案件占比为 91.09%；而且，65.81% 的

案件判决结果为当事人双方继续维持

婚姻关系。

律师说法>>

更多女性做到经济独立，有了发声和反抗的能力
万薇（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湖南省律协婚姻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在我们这边咨询离婚的女性，大

部分都是遭受家庭暴力的。”万薇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以前的社会舆

论保守，女性离婚的压力大，即使遭

受暴力，也选择默默忍受。但是 2016

年 3 月 1 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让

受家庭暴力伤害的人有了发声和反抗

的能力。

除了家庭暴力，要求提高婚姻质

量也是女性提出离婚的重要原因。

万薇说，现在社会整体经济水平

提高，很多女性已经实现经济独立，

对婚姻有了更多的期待，希望家庭内

部能有更多情感的表达和互动。“而很

多男性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停留

在’我只要赚钱养家，别的我不用管了’

的观念上，夫妻感情就变得淡漠。”

男性的这种观念还会发展成家庭

角色的缺位。“因为另一半没有尽到丈

夫和父亲的责任，缺乏家庭事务共同

承担的概念，甚至是由自己的父母来

承担，把家庭事务都推卸给妻子处理，

就会造成妻子身体上的劳累和心理上

的不平衡，家庭因此容易有摩擦和争

执，导致婚姻遭到破坏。”

万 薇说，离婚最 好 是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不好，就走诉讼程序。但是

不要妄用非法手段或者暴力的手段来

解决问题，这样只会给家庭成员带来

更大的伤害。

社会学家>>

社会对离婚的容忍度比过去升高了
邬欣言（湘潭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专业 硕士研究生导师）

 联合国中文日，湖南母女同台献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4 月20 日，是联合国中

文日，“联合国中文日太极展示”活动在联合国学习中心举行，

湖南一对母女应邀联袂登台，压轴表演了古筝和太乙游龙拳，

展现中华文化风采，赢得满堂喝彩。其中，母亲是湖南省武

协对外交流中心主任刘桂芳，师从中国武术门派太乙游龙拳

第十二代掌门人余安仁，中国太乙游龙拳武学研究会副会长。 

2014 年，刘桂芳教练在“第十二届梦想杯香港国际武术节”

比赛中，获得两枚金牌；2016 年，她在“三亚首届世界太极文

化节”获得两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现在她是阿尔

弗莱德大学太极班教练。该班不仅拥有众多太极爱好者，还

培养出了4 名“洋教练”。女儿，是纽约阿尔弗莱德大学艺术

系古筝艺术家、孔子学院副教授吴中蓓，曾促成古筝成为美

国大学正式学分。她还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图书馆和中

小学校举办了200 多场中国音乐的讲座和音乐会。

扫一扫，
分享你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