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合作项目

给妇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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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暴力特别是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 ,而是不分种族、阶级和文化界线 ,长久以

来就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在我国 ,仅据 1999 年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妇联上半年和下半年的来信来访统计 ,涉及家庭暴力的为 8862 件/ 次和 20148 件/ 次 ,分别占婚姻家庭

类的 15186 %和 1813 %。信访情况表明 ,某些家庭暴力手段较之以前愈加残忍 ,令人发指。

在我国 ,针对妇女的暴力特别是家庭暴力 ,是在 90 年代初期才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的 ,家庭暴力这个

词才在中国媒体上出现 ,一些妇女运动的实践家和学者开始研究此问题。至 95 年世妇会 ,家庭暴力开

始被社会所关注 ,越来越多的中国妇女运动积极分子开始向中国公众引进一系列关于家庭暴力的新的

概念。90 年代以来 ,国内一些单位、组织在从事调查研究时 ,曾涉及到家庭暴力的问题 ;另外也有一些

组织和研究单位进行过针对妇女暴力的区域性的单项调查 ,从事支持受害者的活动 ,防止家庭暴力的社

区干预、培训活动。2000 年全国妇联为了防止家庭暴力 ,对领导层、执法机关、妇女组织进行了高层次

的反家庭暴力培训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的直接诱因是 1998 年 3 月 14 日 —19 日 ,北京的

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和学者一起赴印度加德普市出席了亚洲地区“制止对妇女施暴问题”的国际学

术研讨会。在该研讨会上 ,与会者不仅指出对妇女的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 ,而且论述了暴力与妇女

生命健康的具体关系。会议揭示了对妇女施暴、伤害妇女的身心健康、摧毁妇女的人格尊严、进而毁及

妇女的生存权、劳动权、社会参与权甚至造成妇女的死亡等违法犯罪现状 ,但这一现象并未得到医学界、

司法界和社会舆论的足够重视 ,与会者因而提出了医疗部门与有关机构合作、共同反对家庭暴力的问

题。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认为 ,会议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 ,必须多部门多机构协同努力。于是 ,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回国后在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

心举行的北京几个女性非政府组织网络会议上 ,提出了“家庭暴力的现状与干预对策研究”课题的意向 ,

大家一致赞同并立即行动 ,经过多次研讨 ,当年 10 月拟出意向性报告 ,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为期三年

的《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终于开始实施。对于该项目的实施 ,我们首先要感

谢中国法学会的有关领导 ,由于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我们顺利地通过了立项审批 ,并为我们创造了

很好的办公和项目活动的条件 ;我们还要感谢福特基金会、瑞典国际发展署、荷兰国际援助组织和挪威

奥斯陆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是他们为我们的项目提供了无私的资助 ,使得项目于 2000 年 6 月份得以正

式运行 :我们也要感谢英国文化委员会 ,他们出资聘请了英国专家帮助我们进行反家庭暴力和性别意识

的培训 ,并准备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继续与我们合作。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 ,由若干个分项目组成 ,主要包括 :反对家庭暴力

资料中心分项目、社会性别培训分项目、全国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和公众反家庭暴力意识现状调查分项

目、家庭暴力个案 (通过电话热线)研究分项目、通过传媒提高公众反对家庭暴力意识分项目、妇女受害

者口述实录分项目、反对家庭暴力培训教材 (针对社会工作者 ,公、检、法、司工作人员 ,医务工作者 ,受害

者 ,施暴者等不同培训教材)分项目、对家庭暴力受害者实施法律援助分项目以及反对家庭暴力社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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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干预的城市和农村的试验区 ,其中包括医疗干预对策研究的模范试点分项目等十几个分项目。以上

分项目是由北京若干个非政府组织、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同仁们认真讨论 ,自愿申报的。项目参加者

包括法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教师以及妇女运动实践家 50 余人。在一定研究

的基础上 ,我们将开设反对家庭暴力网页 ,以使反对家庭暴力研究成果与国内同仁共享。通过以上研究

和实践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如下目标 : (1)在我国建立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网络及资料中心 ; (2)

向政府提出禁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建议稿 ,以及具体的对策措施建议 ; (3)创建反对家庭暴力的模范

社区 (包括城市点、农村点) ,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反对家庭暴力综合社区干预模式 ; (4)提高公众对针对

妇女的家庭暴力的意识 ; (5)探索建立适合中国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关于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理论架

构。该项目初步计划进行 3 年。

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涉及面如此广泛的项目 ,我们深知它的复杂和艰巨 ,因此我们采取了如下做

法 :

(一)项目建立了管理委员会 ,规定了管委会工作会议制度。管委会采用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 ,行政

财务管理实行彻底的民主、公开、透明原则。这也是该项目的最大特点 ,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促进

每一个分项目的顺利开展。

(二)对项目参加者进行社会性别培训。社会性别培训是项目参加者的必修课 ,以保证项目成员的

基本素质。2000 年 6 月项目开始时 ,对管委会及分项目负责人已进行了一次培训 ,2000 年底或 2001 年

初 ,还要进行第二次社会性别培训。

(三)积极争取项目负责单位的领导 ,寻求公检法司执法部门、卫生部门和妇联等群众团体的支持和

帮助。项目组邀请了全国人大、公、检、法、司、卫生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项目工作 ,并邀请全国妇联有

关部门领导作为项目的特约顾问 ,积极听取他们的意见 ,以使项目不断完善。

(四)定期召开网络全体成员会议及不定期的小型研讨会 ,发行项目简讯 ,以加强各分项目成员间的

相互交流 ,相互促进 ,贯彻项目的民主、公开、透明的管理原则 ,监督项目的开展 ,从而保证项目的顺利进

行。

自 6 月中旬项目正式开始以来 ,第一年进行的各个分项目均按照计划开展了自己的工作。资料中

心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资料系统 ,收集了部分国内外有关反对家庭暴力的资料 ,可以为网络成员研究、

查找资料提供服务。今后将进一步努力 ,尽快实现为国内同仁查找有关资料的服务项目。调查研究分

项目的问卷设计、培训及试调查任务已经完成 ,准备分赴四省进行问卷调查。家庭暴力个案研究分项目

已完成 100 个个案的筛选工作 ,数据已输入计算机 ,正式进入分析及研究报告的书写讨论阶段。传媒分

项目在提高公众反家暴认识方面已做了大量宣传工作 ,并着手建立外地反家暴传媒网络小组工作。受

暴妇女口述实录分项目在选定适当人才的基础上已进行多次口述史理论和技巧的培训 ,准备在接受社

会性别培训及女性口述实录特殊培训后 ,进入采访阶段。培训教材分项目已翻译了一批外国相关资料 ,

正在整理分析这些资料 ,准备着手结合我国国情讨论书写教材的具体工作。城市社区干预分项目的试

验点 ,包括综合社区和医院试点均已确定工作并全面展开。所选社区领导非常支持项目工作 ,区妇保会

专门召开妇保委联系会议成立了“区反对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干预项目协调委员会”并下达了文件 ,为该

分项目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条件。对家庭暴力受害者实施法律援助分项目自 2000 年 8 月至今已着

手代理 8 位女性受害者的家暴案件 ,其中 2 起已结案。农村试验区分项目的试点县已确定 ,年底前将完

成农村社区项目实施计划的制定工作。

在研讨消除暴力的理论对策和消除暴力的实践过程中 ,没有哪一个团体或哪一个部门、组织可以独

立完成 ,协调与合作是最重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为了给妇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 ,为了结束家庭暴力

现象 ,为了促进男女平等事业 ,为了家庭的幸福 ,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让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工作。

更正 :《外国法译评》2000 年第四期第 27 页表 1 改为“1980 —1997 年被选为类比国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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