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性同意年龄？所谓性同意年龄，通

俗地讲，就是法律规定的具有性自主决定权、
可以有效同意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最低年

龄，低于这个年龄的人，其同意与他人发生性
关系的意思表示是无效的，对方将被追究性

侵害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
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

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该规定确立了我国的

性同意年龄为 14周岁。
“从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特殊性来看，目

前性生理成熟年龄明显提前，甚至已经低于
14周岁，但由于我国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

面在性教育问题上存在缺失，特别是性道德、
性自尊等方面缺少正确引导，未成年人性心

理成熟的年龄其实远高于 14周岁。”全国人
大代表徐珏慧说，这造成了已经产生较强性

生理冲动的刚满 14周岁的未成年人，由于性

心理的不健全，极其容易成为性侵害的对象，
但却无法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近期，山东烟台鲍姓律师与所谓‘养女’
发生性关系后养女报案称被性侵的事件引起

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事件的焦点在于，该律
师作为成年人，在与‘养女’共同居住期间，一

直等待到其年满 14周岁后与之发生性关系，

双方对于性关系是基于自愿还是强迫各执一
词，各自抛出所谓‘证据’。这导致当地公安机

关难以判断，在不予立案、立案、撤案、重新立
案中反复。”徐珏慧表示，近年来的司法实践

中，成年男子以谈恋爱、诱骗等手段与年满 14

周岁不久的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的案件有

增多趋势，“此类案件中的成年男子往往具有
一定的法律常识，知道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无

论对方同意与否都会被认定为强奸罪受到刑

事处罚，所以专门选择刚满 14周岁不久的少
女作为目标，容易得手且不会被追究。”

“社会公众，特别是受害人的亲属往往强
烈要求追究，但公安司法机关囿于证据条件

和法律规定，难以有效打击此类犯罪。这一现
状极其不利于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不

利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不利于回应社会公

众的期待。”徐珏慧说。“适当提高性同意年
龄，可降低依法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的难度，提高打击力度，节约司法成本，并
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提高

性同意年龄，更可以打击恶意利用法律漏洞
的行为。”因此，徐珏慧建议，修改我国刑法的

相关规定，将未成年人性同意年龄从 14周岁
提高到 16周岁。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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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拍杆

让离异家庭孩子享有“亲情权”

    ■ 建议立法保护离异家庭儿童应该享有

的亲情权，保护监护人依法取得的抚养权，保护

无抚养权父母的探视权， 对拒绝执行法院判决

的一方依法入刑； 对于藏匿儿童或多次阻止探

视的一方，剥夺其监护权并纳入社会征信系统。

在全国范围进行离婚诉讼案件执法检查， 对取

得抚养权却没有得到监护权的， 取得探视权却

无法探视的案件进行督办。

针对“离婚期间一方藏匿孩子”，张宝艳代表建议

    “这份建议让我看到了光”，“全程一边

看一边哭，感谢这样的代表，为妇女儿童发
声”⋯⋯昨晚，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创

始人张宝艳现身直播间，“加班”云聊天，畅谈
她眼中的民生“关键词”。这位女性代表用真

切朴实、富有见地的发言感动了无数观众，直
播间里“落泪”“点赞”等评论持续刷屏。大家

纷纷感慨，代表们对人民的需求越来越了解，
而且了解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实在。

妇女儿童被拐卖是一个锥心的社会痛

点。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张宝艳建议提高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起刑点，让人贩子无地遁形，这

个提议在网络上获得无数点赞。今年，她又带

了两份建议赴京，持续为妇女儿童发声。
“每年因各种原因造成家庭失散、骨肉分

离的情况还有很多，我们要从多个层面做好

相关工作，今年我就被拐妇女儿童收买方当
地政府建立倒查追责机制提出建议。”张宝艳

说，她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很多被拐卖的妇女
儿童在收买方当地都已经具有了合法的身

份，这与当地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存在的疏漏
失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建立倒查问责机

制，将有利于建立起拐卖妇女儿童的最后一

道防线，让这种犯罪行为无所遁形。

在《关于立法保护离异家庭儿童享受亲

情权的建议》中，张宝艳指出，有的家庭在离

婚时，夫妻双方开始了“夺子大战”。在这场
“夺子大战”中，常常出现如下几种情况：有的

取得探视权，被取得抚养权的一方阻止探视
孩子；有的取得抚养权，但孩子被另一方抢走

藏匿，取得抚养权的一方看不到孩子；一些地
方法院在抚养权判决中为避免“执行难”问

题，将孩子直接判给藏匿方；做不到公正执

法；在离婚诉讼期间，一方抢夺孩子藏匿后，
剥夺另一方的探视权，法院与公安局都以家

庭纠纷为理由，报案不予受理。
张宝艳表示，这种强制阻断孩子与父母

一方联系的行为，其实最大的受害者是离异

家庭的孩子，他们明明应该享受父母双方的
关爱，却成了“被亲人拐走的儿童”，有些家庭

父母一方是无法照顾孩子的，就把孩子送到
爷爷奶奶的身边或是其他亲属那里，这些孩

子长期得不到父爱或母爱，长期被监护一方
洗脑、误导、仇恨另一方，对于孩子的一生成

长都有不良的影响。
张宝艳说，自己之所以会想到这个建议，

正是一位单身妈妈在网络上向她诉苦，张宝

艳加入了微信群聊后，发现离婚期间一方藏
匿孩子的问题竟是如此普遍。为此，她做了大

量调研，建议立法保护离异家庭儿童应该享
有的亲情权，保护监护人依法取得的抚养权，

保护无抚养权父母的探视权，对拒绝执行法
院判决的一方依法入刑；对于藏匿儿童或多

次阻止探视的一方剥夺监护权并纳入社会征

信系统。在全国范围进行离婚诉讼案件执法
检查，对取得抚养权却没有得到监护权的，取

得探视权却无法探视的案件进行督办。
这一建议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成为网

络上的热议话题。评论区里，一位网友说，“刚
百度搜索了‘离婚期间以防藏匿孩子’，相关

结果竟然有 7810万条。”由此可见，父母离婚
期间为争夺抚养权产生的各种矛盾时有发

生，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
张宝艳的提议引发了大家的共鸣，一位母亲

说“四年了，我才见到孩子一面，看着自己一
手带大的娃，在视频里指着我说坏，那种绝望

的心情仿佛天塌了一般。看到宝艳大姐的这

个建议，真是太感动了。”

特派记者 杨欢

    这几天开会， 委员们的交流非

常热烈， 我所在的文艺第 26组，大
家畅所欲言。我们讨论比较多的，是

如何在危机中寻找更多的机遇，练
好内功，提振精神，凝聚人心，更积

极地把优秀的作品奉献给社会。

现在处于复工复产阶段， 委员

们早就忙开了。比如，郑晓龙老师在

筹备他的主旋律电视剧， 他说他被

这些英模人物所感动， 发自内心想

去创作。 成龙老师在准备开拍新电
影， 这个电影有很多的香港演员参

与， 他们想帮助更多的在这个行业
里受到影响的人。 冯远征老师也会

于 6月份在北京人艺演出。 刘家成
导演刚刚杀青了他的《向阳而生》电

视剧。在会后，我们大家又一起聊关

于创作的事情， 姚珏委员跟我分享
了“云录制”的体验，她在疫情期间

带领学生们录了多场这样的演出。

我的提案是关于注重对家庭的

关注， 社情民意说的也是关于老年
人的问题。 我在想，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不要丢掉信心与激情， 而在

危机中，大家对艺术的渴望和寄托，

也激励着我们去创作好的作品，来

振奋人心、温暖人心、增强信心。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整理）

为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徐珏慧代表建议

将性同意年龄由14周岁提至16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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