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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加剧受害女性困境，家暴会代际传承……

这份报告，透视家庭暴力背后的“她”困境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希望我爸能改变”“希望获得经济支持，起码可以有吃药的钱”“希望与有相似经历的
人分享经验，抱团取暖，一起学习如何治愈自己”……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发布了《家暴受害人困境调查研究报
告》。调查中，104 位家暴受害者向志愿者表达自己的需求。他们有的顾虑孩子和家人，有
的想着成年、毕业后远离暴力的父母，有的即使在离婚后，也仍然要忍受上门骚扰的威胁
和不让见孩子的煎熬。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
心创始人、知名反家庭暴力律师李莹。透过她的介绍，我们仿佛听到了数据背后，一个个
被困在家暴创伤中的声音。

“我们的另一个发现是，家庭

暴力很少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肢

体暴力、精神暴力、经济控制、

性暴力，多种形式并存。”李莹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报告显示，每个处于亲密关

系暴力中的受害人，平均遭受的

家暴类型有 2.72  项。超过 95%

的被访受害人表示自己同时遭受

过肢体暴力和精神暴力。而亲子

关系中的暴力也以精神暴力和肢

体暴力为主要类型，占比分别为

84.4% 和 81.3%。“在开放性选项

中，甚至有‘父亲不让我出门，并

让我撒谎称身上的伤都是自己造

成的’‘造谣我出去跟男人混’的

情况。”

而这其中，如果缺乏足够的

警惕性和敏感度，“以爱为名”的

精神压力和暴力识别较为困难。

“就像是温水煮青蛙。”在李莹看

来，识别精神暴力方面的教育并

非一蹴而就，因为这类暴力往往

是用许多表象的美好裹住的。

“那么首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你是不是舒服？你是不是得到

了尊重？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

平等的？对方是不是拿情感绑架

你？再作出判断。”李莹说，此外，

加害人的操控和施暴行为还牵连

其他同居家庭成员，尤其是未成

年子女。未成年子女可能成为加

害人的直接施暴对象、持续控制

和威胁受暴妇女的工具，还可能

成为目睹家暴的儿童，甚至习得

家暴恶习，长大后成为新的施暴

者。

“加害人是否曾目睹或遭遇家

暴？”这是调查中一个经过特别

设计的问题。

在李莹所接触的案例中，一

些女性受害人会因此合理化施暴

行为，共情加害人。“但我们想表

达的是，在家暴议题中，家暴目

睹儿童不能被忽视。”在给出明确

答案的受访者回应中，70% 的家

暴加害人在原生家庭中曾遭受过

亲子暴力或目睹家庭暴力。这说

明家庭暴力具有习得性、代际传

承的特点。

“孩子会觉得暴力是解决问题

最有效简单的方式。长大后，可

能会延续这种暴力行为，甚至走

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李莹告诉

记者，目睹儿童在家暴案件中受

到的伤害隐蔽且久远，因此，反

家暴服务需要不断推动并强化“目

睹家暴儿童也是受害者”这个意

识。“要关注到目睹儿童的创伤，

对他们进行心理支持。”

“事实上，已经有地方省份开

始注意到这类问题。”在 2020 年

10 月 1 日实施的《广东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

法》中，明确将目睹家庭暴力的

未成年人列为家庭暴力受害人，

这也是全国首个通过立法明确目

睹家暴儿童为家庭暴力受害人的

省份。在湖南，岳阳市妇联推出

了“关爱家暴目睹儿”公益维权

项目，关注在家庭暴力中容易被

忽视的孩子们。

“社会整体有关家暴及受

害者的认识与理解，从诸多

方面以不同形式影响受暴女

性。”李莹介绍，调查显示，

反家暴职能部门仍较为普遍

地存在“对家暴严重性认识

不足”“回应不及时”“不理

解受害人处境”等问题，让

受害人感到不适的同时也影

响其后续求助意愿与求助决

策的作出。

那么，该如何解决受暴

女性遭遇的困境？李莹和团

队也给出了建议。

首先，是要重点提高责

任部门一线人员对《反家庭

暴力法》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提高他们干预家暴的主动意

识和专业性，以便更为有效

地保护受害人。同时鼓励和

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反家暴工

作，为家暴受害者、施暴者、

目睹儿童等不同群体提供包

括心理援助、法律援助、社

工服务、救助服务等全方面

的专业性服务。

其次，应加强庇护所制

度的宣传，完善现有的庇护

制度。“有关反家暴弱势群

体特殊保护的制度，如强制

报告制度和代为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制度，也需要被充

分激活，为受暴者提供系统

支持。”

此外，报告中 40 岁以

下的受害者占比 81.8%，来

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受访者

和求助者更少，调查中的受

害人也未见老年人和残障人

士。“比例高意味着他们使

用求助工具的意愿、敏感度

更强。”尽管反家暴工作者

希望让帮助有更强的抵达

性和及时性，但文化程度低

或者年龄偏大的人在反家暴

资讯和资源的获取方面存在

不便，部分受暴弱势群体甚

至被屏蔽于反家暴支持资源

外，所以也必然造成“失声”

的情况。

“家暴受害者需要多渠道

的求助和信息路径，能够满

足不同地区、年龄段的需求。”

因此，建议应通过多种渠道

大力加强对反家暴知识及各

类反家暴支持和服务资源的

宣传，有意识地针对不同背

景不同层次人群作有重点的

广泛宣传，让社会大众正确

认识家暴的危险性及家暴受

害人的特殊困境。

“我们需要构建新的性别

文化，只有社会文化、制度

等全方位的改变，才可能消

除个体的‘耻感’和顾虑，”

李莹说，“当受害人遭到暴力，

能够很自然地、没有任何顾

虑地去报警、离婚，那时我

们的反家暴工作会是一个质

的改变。”

性别问题放大和加剧了受害女性的困境

“我们试图在一个个家暴受害

者的困境中，找到是否存在某些

共性。”李莹告诉记者，本次电话

回访问卷的设计，结合了源众多

年的反家暴服务经验，访谈过程

中还进行过三次局部调整修改。

“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受害者

本身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二是受

害者寻求警察、妇联、社会组织、

亲人朋友等帮助的情况。除此以

外，还调查了学历、收入等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暴力不

会在某个特定类别的人群中发生，

就算是社会精英，也有可能是受

害人。”李莹说，“但是，女性家

暴受害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总

体要低于男性加害人。”

此外，在被访个案中，有约

42% 的男性加害人与女性受害人

的受教育水平相当或更低，但薪

资更高。一方面，薪资劣势加剧

了女性受害人对施暴者的人身和

经济依附性；另一方面，囿于加害

人的经济控制等操控行为，女性

更难以在职场充分施展拳脚，这

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就业困局，使

求助和对抗家暴的过程中考虑和

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性别问题

放大和加剧了暴力关系中受害女

性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有两

例提到，家暴加害人为弟弟，“她

们在开放式选项中还提及了‘我

弟弟把我打伤以后，爸爸还会说

风凉话不制止弟弟，妈妈偶尔会

帮助自己’‘妈妈用铁棍打过我，

打完以后就会道歉’等描述，这

实际上折射出重男轻女的多子女

家庭中女儿的艰难处境。”

一方面，父母的家暴行为对

未成年人形成潜移默化的示范效

应；另一方面，重男轻女的观念潜

移默化地影响家庭中男性未成年

人的认知和观念，两例案件中的

加害人弟弟实际上是在成年人的

默许和纵容下对其未成年姐姐施

暴。且 36% 的被访受害人受暴后

会选择向父母或兄弟姐妹求助，

但一些家人并未伸出援手。无论

是未成年的弟弟还是姐姐在本质

上都是受害人，但姐姐显然处于

更为艰难的状态。

目睹家暴儿童不可被忽视

羞耻感让家暴成为“她的问题”

在李莹 和团队的预想

中，样本来源全部为去年源

众提供过反家暴服务的个案

当事人，做这样一份调查应

该不是难事。“原本预计调查

800~1000人次，没想到我们

只问到了428人，其中愿意回

答的只有1/4，这个数字本身

就足以让人反思。”

原因之一，是许多求助

者不愿意把遭遇说出来。“这

有很多原因，比如突破不了

自己内心的障碍，觉得家暴

是家丑。”而在愿意吐露心

声的受访者中，也存在着复

杂的情感需求和内心状态。

报告数据显示，近 90%

的受访者认同无论什么原因

都不能施暴，但同时也有受

访者表示“邻居都是同事，

说出去丢面子也影响工作”

“我的沟通方式不好，我希望

之后他能回心转意”。遭受

家暴的女性同样有情感有温

度。同时，作为社会性动物，

每个人都会顾及自身在所处

工作和社区的形象，羞耻感

让家暴成为“她的问题”。

如何解决受暴女性遭遇的困境

其经济状况愈加趋于弱势。

李莹表示，相比于男性，女

性可能面临更复杂的就业环境和

更低的薪资水平。“有不少被访者

都表示，经济问题是她们在向外

亲密关系暴力中双方收入水平对比。

李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